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区
工
信
局
扎
实
推
进

系
列
举
措
落
地
落
实

办公室里的灯光，养殖区里的身

影……一处处、一幕幕都刻印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新和县新和镇畜

牧兽医站干部克然木·阿帕尔被追授为

“地区优秀共产党员”，他用责任诠释了

对工作的满腔热情、用生命彰显了对困

难群众的赤诚之心，用自己的言行展示

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乐于

奉献的精神风貌。

1月5日，新和县新和镇托克苏村

友谊绿色肉牛养殖小区内，一排排牛舍

整齐划一，棚里的牛或站或卧，一旁的

养殖户忙着给槽里加饲料。

这是克然木·阿帕尔一手筹建的养

殖小区，占地面积540亩，标准化牛圈

102栋，现有8100头牛。2020年7月8

日，克然木·阿帕尔工作时突发心脏病，

送医抢救无效后去世。

1988年，克然木·阿帕尔从塔里木

农垦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回到家乡

新和县成为一名兽医，一干就是32年。

2018年，新和县决定大力发展牛

产业。年初，新和镇决定建设全县第一

所规模化养殖小区——友谊绿色肉牛

养殖小区，克然木·阿帕尔主动请缨，要

求参与友谊绿色肉牛养殖小区建设工

作。“刚开始，很多群众不支持，克然木·

阿帕尔每天入户宣讲，哪怕四处碰壁，

仍然不放弃，无论多难都要做通群众思

想工作。”同事艾斯马依力·卡地尔说。

克然木·阿帕尔经常顾不上吃饭，

坚持每天入户走访，他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一定要把养殖小区建成，带

领群众养殖致富。”在他的不懈努力和

坚持下，最终有36户养殖大户主动参

与到养殖小区建设。

克然木·阿帕尔经常吃住在养殖小

区，积极开展绿色有机畜产品标准化生

产示范工作，不断规范绿色肉牛养殖小

区建设，集中推行集约化、标准化、规模

化养殖模式，终于使工作走上了正轨。

克然木·阿帕尔作为党员干部，一

直心系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畜牧养殖

问题，只要是哪一家养殖户需要疫病预

防或疾病治疗，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群众家中帮助解

决困难，把损失降到最小。

2020年5月的一天，克然木·阿帕

尔刚从养殖小区回到家里，准备为妻子

阿依吐尔荪·尼亚孜过一个“拖欠”很久

的生日。

正当他拿起打火机点燃生日蛋糕

蜡烛时，新和镇琼阔恰村困难群众塔

依尔·塔西突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

“克然木，我家的母牛难产，我不知道该

怎么办。”

听到消息后，克然木·阿帕尔匆忙

赶往塔依尔·塔西家。最终，他凭借丰

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术，帮助生产母

牛顺利产下小牛犊。

妻子阿依吐尔荪·尼亚孜说：“他经

常在家对我和孩子说，畜牧养殖上出现

了问题，会给群众带来大损失，有时甚

至无法弥补。我作为一名干部，怎么忍

心放手不管呢？”

“民之所困，政之所忧”。克然木·阿

帕尔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践行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

“父亲走了快半年了，但是我时常恍

惚，以为父亲只是去上班了，下班了就会

回家。”克然木·阿帕尔的大儿子库地拉

提·克然木说，在他的认知中，父亲的时

间都是属于养殖小区和养殖户的，而今

父亲走了，他才理解了父亲和他的工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肺炎疫情

突然暴发，克然木·阿帕尔放弃休假，主

动向单位申请返岗，他在申请书中写

着：“作为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

员，我有责任和义务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这既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

回到单位后，克然木·阿帕尔对辖

区内的养殖户及畜禽开展了“拉网式”

的排查，每天10时至24时，对辖区内养

殖户进行人员排查，查问养殖动物是否

从疫区购进，有无产地检疫等相关证

明，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外来复工人员隔

离观察，详细登记信息，确保了养殖场

安全复工复产。

克然木·阿帕尔始终坚持每周不少

于4次到群众家中、田间地头宣传指导

畜牧养殖，引导养殖户严格落实动物重

大疫病防治防控措施、传授科学畜禽养

殖技术、推广青贮饲草料加工储存技术

等，不断提高群众养殖水平。

“克然木·阿帕尔是一名好党员、好

同志，面对急难险重的工作，他总是第

一个冲在前面，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丝毫

的抱怨，无论是领导同事，还是党员群

众，都特别认可他的工作与为人。”新和

镇党委书记蒋辉说。

没有豪言壮语，他却以严谨的工作

态度，感动着身边的同事，成为每个人

心目中的榜样；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他却以踏实奉献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广

泛的赞誉，克然木·阿帕尔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追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新和县新和镇畜牧兽医站干部克然木·阿帕尔

畜牧事业的追梦人 初心使命的践行者
本报记者 张路 通讯员 刘国梁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蒋晓俊 通

讯员 陈雷）2021年地委（扩大）会议

擂响了“十四五”的战鼓，如何确保“十

四五”顺利开局？连日来，地区工信局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地委（扩大）会议精

神，积极谋划推进2021年工作。

地区工信局通过召开干部大会，

组织全体干部传达学习地委（扩大）

会议精神，并组织中层以上干部结

合会议精神开展座谈讨论，明确了

今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思路。

在新的一年里，地区工信局将全力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不折不扣抓好各项措施要求

的贯彻落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

地区工信局党组书记白和斌表

示，2021年地区工信系统将紧紧围绕

“76331”战略，坚持用新的理念推动

新的发展，扎实推进“11356”系列举

措落地落实，即：聚焦聚力1大攻坚

（攻坚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做强做

优1个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巩

固提升3大产业（推进纺织服装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努力打造5大基地（全疆最大精

细化工基地、全疆最大的焦煤生产基

地、全疆最大布料生产基地、全疆最大

新材料基地、全疆最大农产品加工基

地）；健全完善6项机制（经济运行监

测调度机制、重点产业项目跟踪协调

服务机制、信息化 5G 和新基建推进

机制、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机制、安全生产定期巡察监管机

制、工信系统自身建设提升机制），为

“十四五”工业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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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阿克苏

2021年地委（扩大）会议提出,“十四

五”时期，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大力传承和弘扬柯柯牙精神，推

动生态治理示范区建设迈出新步伐。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新变化，如何贯彻会议精

神，谋划推进林业和草原工作，践行“两

山”理念，让特色林果成为富民产业，记

者就此采访了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

记李新斌。

“‘三个百万亩’生态工程全面完成、

防沙治沙取得重要突破、森林覆盖率显

著提升……”说起“十三五”期间地区荒

漠化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李新斌如数

家珍。

李新斌介绍，“十三五”期间，地区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相继

启动实施了阿克苏河流域、渭干河流域、

空台里克区域“三个百万亩”生态工程，

在广大党员干部及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 ，于 2020 年 秋 季 全 面 完 成 ，面 积

343.19万亩，荒漠化治理筑起了一道坚

不可摧的绿色长城，森林覆盖率提升，土

地沙化得到遏制。

如今，地区森林总面积由1340.1万亩

增加到1752.9万亩，增长30.8%，森林覆

盖率由6.8%增长到8.9%，森林面积的增

加使得降雨量增加，风沙日由原来的100

多天降至30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43.7％。

昔日黄沙漫漫，如今绿洲果园。李

新斌说，坚持以林养林，坚持荒漠化治理

与经济林建设并重，发展特色林果业既

让戈壁荒漠变成果园，也让农民尽享生

态建设红利。

“林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

成以上，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林

果成了‘增收果’‘致富果’。”李新斌说，在

生态建设中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

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2021年

地委（扩大）会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突出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

化，推动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

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产量达249

万吨，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让农民切实受益林果种植带来的实惠？

李新斌说，坚持“稳定布局、调优结构、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优先和

重点支持优势区域发展特色林果产品，

做大做强林果业，持续开展“百千万培训

行动计划——林果科技进万家”、推进特

色林果“百十一”基地建设、推广“期货+

保险”政策保险等，推进特色林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李新斌表示，要做好林果业高质量发

展大文章，在调优结构上，继续引导特色

林果向优势区集中，按照稳定核桃，调优

红枣，快速发展杏李、新梅等名优特果品

种植规模的思路，持续巩固全国核桃主产

区、特有“冰糖心”苹果产区、最优质香梨

产区重要地位，确保林果面积稳定。

与此同时，要推广政策性保险，加快

推进红枣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和“期货+保

险”工作，提高抗风险能力。争取将香梨

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内，探索开展林果产

品质量安全保险。积极培育林果合作社、

加强田间管理、分选分级销售、品牌建设

等，提高阿克苏林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0年，地区林果总产值达156.46

亿元，农民林果人均收入达5121元，较上

年增长106元，占人均收入的30%左右。

林果已成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如何提高林果综合效益，加快好果子出

疆速度，留更多利润于农户手中，实现消

费者与生产者双赢，成为摆在地区面前

的一大课题。

“依托疆内收购和疆外销售‘两张网’

建设，深入实施林果产品流通‘十城百店’

工程，形成‘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阿克苏

好果源’区域公用品牌营销体系，让地区

特色林果走向全国各地，彻底解决林果存

在着质优价廉、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等

问题。”李新斌说。

“十四五”期间地区林果业发展蓝图

如何制定？李新斌介绍，在织密农产品收

购销售“两张网”中，地区还将以农产品精

深加工为突破口，延伸其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

李新斌说，在精深加工方面，具体做

法是：在阿温空港商贸物流园区中，重点

发展核桃、红枣、苹果、香梨精深加工，冷

链仓储物流彩印包装产业。在库车市龟

兹空港商贸物流园区，建设杏、香梨、桑

葚、干坚果休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和安全监测中心。在温宿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和红旗坡产业园，以苹果、香梨等果

汁、饮料、果酒和红枣、核桃等残次果加工

重点布局。

“下一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精准对接地区‘十四五’奋斗目

标，细化工作举措，不断推进林果业提质

增效，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

党委、地委工作要求有效落地。”李新斌信

心满满地说。

推动林果业提质增效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访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李新斌

本报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徐龙

权威访谈

认真学习贯彻地委认真学习贯彻地委((扩大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精神

六年来，地区共计建成21.4万套

安居房，累计投入资金141亿元，其中

各级补助资金67.76亿元。

在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布隆科瑞克

村，村民贺小辉的安居富民房里水电厨

卫浴等生活设施配套齐全。过去，贺小

辉一家人居住在仅有70平方米的土坯

房里，空间狭小。2020年得益于农村

安居工程的好政策，他家盖起了新房

子，这让他格外高兴。

“有党的好政策，我家盖新房享受

了3万多元补助，我要将新房子装修得

漂漂亮亮。”贺小辉高兴地说，“新家是

新生活的开始，我要在安居的基础上实

现乐业。”

“小康不小康，进门看住房”，像

贺小辉一样，全地区共有80万余各族

农民群众乔迁新居。已建成的农村

安居富民房经受住了地震波及的考

验，无一间受损。农村安居工程保障

各族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

更赢得了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衷

心拥护。

六年来，通过各级各类培训和工程

实践，农民工匠的劳动技能大幅提升，

各县（市）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工匠就

近参建、跨县（市）参建，投工投劳、互帮

互助，投身农村安居工程建设，许多建

房农户逐步成长为农村工匠，甚至成为

工程队长或项目经理，影响带动各族农

民参与到“学习先进文化、接受先进思

想、理解新鲜事物、增长致富才能”等活

动中，依托农村安居工程，地区已累计

培训农民工匠61633人，促进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约6万余人，带动农民

增收约4亿多元。

扶贫政策暖人心、沐浴党恩住新

房。在许多居民家门上，张贴的对联道

出了对农村安居工程的赞许和对“幸福

之家”的追求。一套套安居富民房，帮

助群众告别了危房、旧房，改善了生活，

也改变了乡村风貌。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

员 蒋智明）一望无际的沙丘上，生长着

大片的梭梭和红柳，枝条间不时有大芸

冒出来。这是记者1月5日在沙雅县

盖孜库木乡库木博斯坦村的一处沙丘

上看到的喜人一幕。

“自沙地里栽种梭梭、红柳和大芸

后，沙尘少了，农民也受益，实现了生态

和富民‘双赢’。”沙雅县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赵宇翔说，摸索出的沙产业已成

农民的又一增收途径。

沙雅县紧靠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境

内盖孜库木乡库木博斯坦村和塔河管

委会部分村被沙丘包围。自2011年开

始，该县引进项目发展沙产业，10年间

种植梭梭、红柳及大芸面积逾万亩，既

绿了沙地又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亩产大芸150至200公斤，每公斤

13元的市场价，沙产业的发展让种植

户黄通成了最大受益者，种植梭梭和大

芸7000亩，黄通每年尽享沙产业带来

的高额回报，也让他对今后的沙产业充

满了信心。

“我种植梭梭和大芸有七八年了，

增收明显，明年我再扩大种植面积，力

争达到1万亩。”黄通说。

把漫漫黄沙变致富“宝地”，眼下，

地区各地沙产业纷纷兴起，沙地种植的

肉苁蓉、枸杞、甘草等特色药用植物，及

开发出的饮料、药品、保健品等沙产业

产品，带动了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

统计显示，自“十三五”以来，地区

154.8万亩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的沙化

土地得到了进一步治理。近年来，地区

各地利用沙漠资源，打造旅游精品路

线，通过“旅游+就业”模式，为困难群

众创造就业机会，使得以沙漠生态旅游

为重点的沙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新和县沙漠花海景区原是一处沙

漠，4年前该县引进旅游开发企业，规

划建造了集观光休闲、沙漠体验等旅游

项目为一体的沙漠景区，成为新和县的

“打卡地”，带动当地50余名困难群众

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十三五”期间，地区共建立沙雅

县、阿瓦提县等6个国家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面积达10.261万公顷，库车

龟兹国家沙漠公园、沙雅国家沙漠公

园2个国家沙漠公园已获得批复，意

味着沙漠生态旅游又将成为助农增收

的新“引擎”。

1月5日，库车市库车宾馆正在开

展餐厅服务和中式烹饪实践培训活

动。据了解，今年库车市计划培训

5400名富余劳动力，包括中式烹调、创

业、西式布点、电工电焊等 20 多个工

种，确保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通讯员 尼亚孜·热合曼 摄

技能培训
促就业

21.4万套农村安居房
让80万余群众展笑颜

地区沙产业
实现生态富民“双赢”

荒漠治理效益“双赢”

林果提质增效见成效

销售“两张网”产品“升级”

畜牧事业的“耕耘者”

服务群众的“践行者”

践行使命的“冲锋者”

身边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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