
各地打顶忙 丰收有保障
本报阿瓦提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

员 迪丽努尔）“你看棉花打顶要去一叶

一心，不能大把揪，这样才能保证丰产。”

7月28日，在阿瓦提县上游水库片区博斯

坦村的一片棉田中，村科技副主任黄贤正

手把手地向棉农讲解棉花打顶要点。

今年，博斯坦村种植棉花1.1万多

亩，眼下正是棉花打顶的关键时期，由于

地多人少，劳动力紧缺，地委农办、地区

农业农村局驻博斯坦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班子早谋划、早部署、早安排，按照

“时到不等枝、枝到不等时”技术要求，工

作队动员组织年轻妇女、返乡学生、村干

部等45人，计划利用15天时间集中开

展棉花打顶工作。

“我家劳动力少，每年到棉花打顶

时，我都很着急，因为错过了打顶时节，

棉花产量会受影响。这下好了，有工作

队的帮助，我不担心了，打顶结束后我再

强化后期田管，这样丰产丰收就有保障

了。”村民艾合买提·托乎提说。

地委农办、地区农业农村局驻博斯

坦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李坚介绍，积极

组织本村劳动力集中开展打顶工作，不

仅可以让农民有活干、有钱挣，而且解决

了棉花种植大户找人难的问题。参加打

顶的人员每人每天可以挣120元左右，

打顶结束后每个人能挣1800元。

7月26日，在沙雅县塔里木乡其格

格热木村一片棉花地里，一场棉花打顶

竞赛正火热进行。此次棉花打顶竞赛由

沙雅县农业产业化服务办公室驻村工作

队与其格格热木村“两委”班子联合组

织，地点设在缺乏劳动力的村民库尔班·
买买提家的棉花地。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随着工作队长

曹军一声令下，三组队伍开始了打顶竞

赛，大家头顶烈日，神情专注，动作迅速，

队员之间互帮互助，小组之间竞争激

烈。竞赛结束后，工作队为前六名发放

了奖品。

曹军说：“此次活动旨在用劳动竞赛

的形式帮扶群众，加强党员干部与群众

的联系，引导群众加强田管，为增产增收

奠定基础。”

同比增长36.7%，完成全年任务的50.1%

纺织城新增就业4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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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任红芳
通讯员 孙多贤）7月28日，记者来

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新

疆依翎针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

到工人古丽加玛丽·买买提正在生

产线上忙碌着，手脚十分麻利，眼

神十分专注。

“现在每个月有2000元到2500

元的工资，公司环境条件都很好，我

想留在这里好好工作，挣更多的钱。”

古丽加玛丽·买买提说。

古丽加玛丽·买买提来自喀

什，去年受益于就业扶持政策，她

到上海学习了 3 个月的服装制

作，今年 4月到企业上班，有了专

业知识基础，再加上自身努力学

习，很快就成了一名熟练的制衣

工人。

新疆依翎针织有限公司于2017

年 8月入驻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

发区），企业主要生产经营军用品、

民用品及外贸出口制衣产品，现有

员工近500人，其中少数民族员工

占93%，随着市场需求增加和制衣

车间扩大，今年上半年再次吸纳就

业人员近200名。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已成为解决就业的“吸纳

器”，一支庞大的产业队伍正在形

成，阿克苏周边乃至南疆的农村富

余劳动力正在大量汇聚于纺织服

装产业，特别是阿克苏纺织工业城

（开发区）内众多企业已经成为一

个就业大市场。

在阿克苏巨鹰服装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派繁忙的

景象，来自阿瓦提县的阿娜古丽·艾

则孜今年年初通过整建制转移就业

到这里上班，通过自身的努力，现在

已是班组长，主要工作是检查员工的

制衣质量。“在这里工作挺好，每月工

资3000多元，我以后要好好干，挣更

多的钱，学习掌握更多的技术。”阿娜

古丽·艾则孜说。

据介绍，今年阿克苏纺织工业

城（开发区）计划新增纺纱 100 万

锭、各类织机 1000 台、家纺服装

3000 万件（套）规模，吸纳就业

8000人。今年以来，阿克苏纺织工

业城（开发区）围绕“以产业发展促

就业、以稳定就业带脱贫”这条主

线，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广泛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上半年新增就业4000余人，

同比增长 36.7%，完成全年任务的

50.1%。下半年园区将采取多种方

式，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进一步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产业发展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不断提高务工

人员工资收入水平。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晨涓 通讯

员 魏玲）7月29日，地区人大工委机关

组织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尤喀克巴里当村

的村干部、年轻党员和返乡学生共计40

人，开展“学讲话、忆初心、传文明、担责

任”党风廉政教育月暨“民族团结一家

亲”联谊活动。

活动当天，村干部、年轻党员和返乡

学生参观了地区反恐维稳成果展。地区

反恐维稳成果展通过大量文字、图片、视

频和实物展示了近年来反恐维稳工作取

得的成果，集中彰显了地区各族干部群

众同仇敌忾，共同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

决心。此次观展让村干部、年轻党员和返

乡学生进一步筑牢了反恐维稳思想防

线。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坚定信心和决

心，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宁夏师范大学大二学生麦尔哈巴·

吐逊观展后说：“看到反恐英雄们为了守

护我们的家园而牺牲生命，内心非常感

动。暴恐分子的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每

个人都要与他们作坚决斗争。现在的生

活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决不允许任何人去破坏。”

随后，村干部、年轻党员和返乡学生

观看了红色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影片

真实再现了周恩来总理1973年回到延

安的所见所闻所感，饱含深情地展现出

一幅幅“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

爱”的感人画卷。观影过程中，不少学生

和干部被周恩来总理真挚的公仆情怀所

感动，流下了热泪。

“周总理勤政为民的精神，令我无比

感动和敬佩，尤其是周总理对延安父老乡

亲的真挚情感非常打动人。”村干部阿不

都外力·肉孜说，“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常

怀感恩之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群

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严于律己，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建设平安和谐富

裕美丽阿克苏贡献力量。”

地区人大工委机关开展“学讲话、忆初心、传文明、担责任”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

组织群众看红色电影增强爱党爱国情怀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深入开展第21个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

本报阿克苏讯（通讯员 钟琳）7

月24日至25日，地直文体广电和旅

游系统举办党建业务培训班，旨在进

一步提升系统党务干部开展党务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加快建设一支适

应文旅融合新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党

务干部队伍奠定基础。近40名党务

干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地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基层党委牵头，针对当前文体广

电和旅游系统党建工作存在的不足

和短板，授课人员围绕《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党员发展、党费收缴

及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专门

讲解。

参训人员表示，通过培训，对做

好党务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今后要夯

实党建活动阵地，抓好党员队伍建

设，聚焦打造特色品牌，推进文旅融

合，不断提升党务工作水平。

地直文旅系统举办党建业务培训班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

讯员 魏盛涛）记者从地区财政局了

解到，近期，地区财政局紧急下拨普

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668.43万

元，用于满足家庭困难学生基本学习

生活需求。

地区财政局教科文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笔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主要下拨至阿克苏市、阿瓦提县、

库车县、沙雅县。其中阿克苏市

206.15万元，阿瓦提县7.2万元，库车

县245.18万元，沙雅县209.9万元。

重点用于2018年阿克苏市、库车县、

沙雅县29697名在校生助学金补助和

2018年阿克苏市、库车县、沙雅县、阿

瓦提县33046名在校生免学费补助。

地区下拨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陈露露 通

讯员 马亮）记者7月23日从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 7—11

月，地区开展2019年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规范网络经营行为，净化

网络市场交易环境，维护良好网络市

场秩序。

专项行动中，地区将大力规范

电子商务主体资格，依法查处电子

商务经营者违反《电子商务法》信

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监督电子商

务经营者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督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按照《电

子商务法》要求登记备案，对进入

平台的经营者真实信息进行核验、

登记，建立登记档案，监督电子商

务经营者做好亮照、亮证、亮标工

作。对伪造企业名称和冒用其他

企业名称的非法主体网站和无证

无照经营、缺乏资质经营者依法严

厉查处。

同时，严厉打击网上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不安全食品及假药劣

药。深入开展互联网广告整治工

作，加大对虚假违法广告、网络虚

假宣传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不

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同时，规范网络合同格式

条款，维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开

展网络交易商品质量抽检工作，落

实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营造诚信

守法经营环境。

地区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任红芳 通

讯员 郑冬阁）记者7月26日从阿克

苏市发改委了解到，阿克苏职业技术

学院新校区迁建工程经过170余天

建设，目前所有楼宇主体均已完

成，装饰装修工作正收尾，校园绿

化美化也在完善中，计划 8月 1日

开始搬迁，23 日完成整体搬迁工

作，并开始招生。

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规划用

地面积 92.78 万平方米（约合 1391

亩），建筑面积约13.1万平方米，共

25个单体建筑，包括行政办公楼、

教学楼、实训楼、学生食堂、后勤服

务中心、宿舍楼、教师周转宿舍、操

场看台等。

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可满足学

院10个系（部）及院机关全部迁往新

校区办学，规划全日制学生8000人，

成人学历教育学生5000人的办学规

模需求，还有利于推动地区职业培训

快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地区合

理配置教学资源、扩大教学规模的重

要举措。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任红芳 通

讯员 郭智军）来自地区统计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1—6月，地区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83.68亿元，同比增

长9.79%，较1—5月提高1.19个百

分点，较 1—3 月提高 9.39 个百分

点。其中，6月当月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2.03亿元。

总的来看，上半年，地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呈现出限上

限下消费齐增长、乡村增速快于城

镇、批发零售业较快增长、住宿餐饮

业高速增长、生活类商品限上重点商

贸企业降幅收窄等特点。

上半年地区限额以上单位累计

实现零售额 46.81 亿元，同比增长

10.61%。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71.78亿元，同比增长9.25%；乡村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1.9亿元，

同比增长 13.19%，增速比城镇快

3.94个百分点，城镇和乡村消费比重

近9：1，城镇消费主导地位显著。

在地区出台的一系列旅游优惠政

策带动下，地区商品零售额74.9亿元，

同比增长8.59%；餐饮收入零售额

8.78亿元，同比增长21.22%。批发业

实现零售额 17.18 亿元，同比增长

12.98%；零售业实现零售额57.18亿

元，同比增长6.4%。

从地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法人商品零售分类情况看：基本生活

类商品降幅收窄，家居类商品有增有

降，五金电料类零售下降。同时，温

宿县、新和县、拜城县、库车县、阿瓦

提县、沙雅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

两位数增长，并超过地区平均增速。

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68亿元
六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两位数增长，并超过地区平均增速

7月 16日，在中国石油集

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试油

公司，谭文波正专心致志地检

测刚完成的科研项目——连续

油管螺杆钻便携扭矩检测仪。

“主要是对前期实验取得的数

据进行整理，改进不足之处，使

这套工具应用更加完美。”谭文

波说。

在谭文波的办公室，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放在玻璃橱窗里

的老石油工工服、马灯、铝盔以

及手抄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歌

词，这些都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

石油人的父亲留下的。1970年

出生的谭文波，从小目睹父亲在

采油一线奋战，对石油钻井工作

的艰辛有着更深的体会。

1992年从四川石油管理局

东观技校毕业后，他听从了父

亲的教诲：“年轻人，到边疆去，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就这

样，谭文波毅然来到新疆，头戴

铝盔在大西北茫茫戈壁立井

架，一干就是27年，干出了不

凡的业绩。截至目前，谭文波已获5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和4项国家发明专利。

谭文波从小就喜欢动手“捣鼓”。参

加工作以来，他把自己的兴趣与工作结

合，白天跟着师傅跑现场，晚上就在厂房

里研究试验，经常“鼓捣”到深夜，顾不上

吃饭时就啃馒头喝凉水……经过日复一

日摸索钻研，谭文波陆续完成了螺杆钻反

扭矩背钳、防井口落物护板等施工工具的

研制，并相继通过现场试验，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降低了事故风险。2008年，谭

文波被评为技师。

2013年，“谭文波工作室”成立。当

年，企业遇到了难题，由于存在安全隐患，

火药作为动力的桥塞坐封工具很难再继

续使用了，可一时间又没有能

替代的。为了彻底摆脱传统火

药作为动力源的坐封方式，谭

文波连续十几个工作日坚守在

生产一线，最终研制成功新型

电动液压桥塞坐封工具，为企

业解了燃眉之急。2015年，新

型电动桥塞工具成功通过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科技

自主创新产品鉴定。截至目

前，该技术在新疆油田桥塞封

闭作业中应用2100多井次，创

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

多年来谭文波常说的一句话。

油田作业中环境保护工作

可谓是重中之重，在常规的油

井抽汲求产施工中，会出现因

防喷盒密闭不严而造成环境污

染问题，如何在施工过程中不

让油污落地？谭文波研发的新

型抽汲防喷盒实现了整个抽汲

过程安全环保，无油滴落地。

这个小发明从研发到应用，仅

用了不到10天。

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但谭

文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

衷：“我是沿着前辈的足迹成长

起来的。现在我要当好‘播种机’，让年轻

人站在我的肩膀上攀登，把创新的火炬传

递下去。”

为了调动青工的积极性，谭文波自费

买来车床、铣床等设备带领年轻人一起动

手，鼓励他们设计制作一些小配件，进行创

新试验。“带徒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

的过程，更是启发技术革新点子的过程。”

谭文波说，“对自己的工作精于工、匠于心、

品于行，这是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近些年，国内外一些企业看中了谭文

波的创新发明，想要重金聘请他，可都被

谭文波拒绝了。他说自己一直牢记着父

亲当年的那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这才是最宝贵的人生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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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新疆大学驻阿

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依提帕克

村工作队邀请观赏鸽养殖专家

为贫困农民传授养殖技术。据

了解，拜什艾日克镇依提帕克

村一部分贫困农民喜欢养鸽

子，数量虽然不多，但都为观赏

鸽和比赛鸽，养殖技术水平不

高。在专家帮助下，有利于其

掌握养殖技术后脱贫增收。

通讯员 王延琪 摄

专家讲授
养鸽技术

向道德模范学习上半年

阿职院新校区迁建工程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