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阿瓦提讯（记者 吕春梅 通讯员

古海尔·艾山）4月9日，在阿瓦提县多浪

乡黄宫村新建的6公里葡萄长廊内，果农

们正抢抓农时进行起苗、施肥、浇水等田

间管理。

村民艾海提·热合曼利用家门口的

500 平方米空地种植葡萄，拓宽增收渠

道。“我会细心管理葡萄苗，主动向技术人

员学习葡萄管理技术，努力把葡萄种植好、

管理好，提高收入。”艾海提·热合曼说。

记者从阿瓦提县葡萄收购处理厂了解

到，每亩葡萄收入可达3000—4000元，这

大大增强了农户种植葡萄的信心。“多浪乡

通过搭建葡萄架发展葡萄产业，在助农增

收的同时，改善各族群众的生活环境，实现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多浪乡党

委副书记阿卜力米提·吐尼亚孜说。

葡萄产业是阿瓦提县的特色林果产业

之一。近年来，阿瓦提县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扩大

葡萄产业标准化种植规模，努力将特色林

果业打造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据了

解，今年阿瓦提县计划种植葡萄1.2万亩，

同时积极完善慕萨莱思品鉴、葡萄采摘、农

业休闲园等观光旅游功能，促进农民增收

和农业增效。

目前，阿瓦提县各乡（镇）搭建改造新

旧葡萄架工作已陆续开展，下一步，该县

将进一步引导农民在新建的葡萄架下种

植瓜果、蔬菜等农作物，同时大力开展关

于葡萄种植管理的培训，提升农户的种植

水平，以质取胜促增收，推动特色林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冯
磊）面点制作、电气电焊、建

筑工程……连日来，地区各

“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组织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提升农村

富余劳动力就业能力，助力

村民增收。

“现在开始分班，女的到

房子那边学习糕点制作或者

美容美发，男的跟着我到前面

空地上学如何砌墙……”4月

9日，地区畜牧兽医局驻拜城

县温巴什乡乔木喀村工作队

联合村“两委”邀请地、县职业

技术学校10余名糕点、美容

美发和建筑专业老师，来村里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培训以“理论+实操”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老师们手

把手地教，我们学得很快。

而且工作队也提前联系好了

工地，我学完很快就能去工

作。”村民吐尼亚孜·巴拉提

高兴地说，他报名了建筑培

训班，学习砌墙技术。据了

解，本次共有200余名村民报名参加培训。

4月6日，走进沙雅县托依堡勒迪镇

园艺场村农牧民绘画工作室，村民艾尔

肯·艾买尔正跟着老师学习绘画技巧。“我

以前就喜欢画画，在老师的教导下，我有

信心独立完成工作室派下来的绘画订单，

增加收入。”艾尔肯·艾买尔说。

据了解，沙雅县委党校驻园艺场村工

作队邀请本村农牧民绘画工作室负责人

担任教师，为有绘画基础和就业意愿的村

民开展培训。目前已有5名村民可以完成

工作室派单增加收入，人均月增收3500

元左右。

4月3日，自治区民政厅驻阿瓦提县

乌鲁却勒镇库木布拉克村工作队邀请县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给40余名村民分批

次开展为期15天的电路技能培训，通过

讲授电工技术基础理论知识、电气故障检

修、配线与安装等知识，帮助学员掌握电

工技术要领，提高就业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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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葡萄长廊做优葡萄产业

4月11日，在沙雅钵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里，员工们正在组装采棉机。据了解，该公司生产的产品有采棉机、播种机、联

合整地机、残膜回收机等涵盖棉花全产业链的机械化作业设备，今年已收到各类订单300余台。 通讯员 鲁雪琴 摄

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

要闻3

党旗高高飘扬在春耕春播生产一线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唐水林 孔郁苗）正值天气回暖、春种春播

大好时节。连日来，地区各地各部门纷纷

组织开展“党员作表率、帮扶暖人心、助力

大春耕”志愿服务活动，让鲜艳党旗高高飘

扬在春耕春播生产一线，助力春耕春播按

下“快进键”。

4月12日，在阿克苏市拜什吐格曼乡尤

喀克英吾斯塘村，由地委编办驻村工作队员

和村干部及农民党员组成的35人党员志愿

服务队来到村民萨吾提·亚库甫家的农田

里，帮助他种植蔬菜和清理果园。

此前，工作队员在走访中发现，萨吾

提·亚库甫因患有眼疾不能下地劳动，家里

10亩地仅靠他年迈的妻子耕种，地里果树

和菜地至今未修剪和种植，看着回暖的天

气，萨吾提·亚库甫一家人十分着急。为帮

助像他家这样的困难群众发展生产、增加

收入，驻村工作队组织开展助力春耕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

当天，在活动启动仪式上，全体党员面

对鲜红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之后两支小分

队分赴困难村民家里解决生产难题和打扫

庭院卫生。

“今年的家庭收入全靠这片果园，感谢

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帮我们修剪果树、种植蔬

菜，让我们今年丰收又有了盼头。”萨吾提·

亚库甫说。

春光正好，万物勃发。时下正值蔬菜幼

苗移栽期，在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色格孜勒

克村，温宿县农业农村局驻村工作队组成党

员突击队，给村民讲解小拱棚种植蔬菜技术，

并帮助缺少劳动力的村民移栽蔬菜幼苗。

活动中，突击队员个个干劲十足，发挥自

己的专业优势，现场“把脉问诊”，就小拱棚蔬

菜种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进

一步提高农户田间管理水平，为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既解决了村

民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又鼓励了他们

通过发展生产来致富的信心和决心。”队员

麦尔耶姆·麦麦提敏说。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连日

来，地区各地田间地头飘扬着一面面党旗，

一支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党员

干部身体力行地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为

农民做好春耕春播工作提供暖心支持。

“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园区用电线路

和设备进行了地毯式排查，这样我们发展生

产就更安心了。”这是华凌牛业拜城田园综合

体项目牛产业园负责人陈道平的肺腑之言。

原来，华凌牛业拜城田园综合体项目在

拜城开工建设后，国网拜城县供电公司为园

区建设开通绿色办电通道，有效缩短了项目

从报装到装表接电的时间，为养牛基地建设

提供了优质的电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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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乌

鲁却勒镇柯坪村1小队西北

侧3000亩左右的农田，举报

人称2019年至今每年在不

清理农田上的塑料布和滴灌

带的情况下，直接播种小麦

和棉花，这种行为污染土壤

（耕地）。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中蓝

牧业生物有限公司和温宿县

中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养殖基地，影响位于温宿县

恰格拉克乡阿勒热镇戈壁滩

内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羊

的生存环境。

行政
区域

阿瓦提县

温宿县

污染
类型

土壤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柯坪村1小队位于柯坪村西北角，土地总面积2820亩，

其中耕地面积2220亩，小麦面积500亩，林果面积1000亩（果树为8—10年树木），棉花地600

亩（村民自种），土地流转120亩（种植小麦）。小麦及林果种植不需要覆膜。

柯坪村1组西北角约3公里处为乌鲁却勒镇布苏格村2小组和3小组，有约3800亩地为流

转土地，种植棉花，通过查询种植方提供的农用残膜回收的相关资料，2019年至今每年对农膜

进行回收。根据2019年以来柯坪村、布苏格村农膜回收统计台账显示，农膜回收率均达到

85%以上。

综上所述，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1.温宿县中蓝牧业生物有限公司与温宿中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中蓝国睿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相关手续齐全。

2.项目区外附近及北部有农田、林地等人类活动区。

3.根据县域野生动物分布情况及常态化日常巡护路线资料显示，该区域为巡护线路辐射

区，不属于黄羊（实属叶尔羌鹅喉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重要栖息地或集中活动区，巡护过

程中并未发现有种群数量较多的黄羊栖居或出没，多为北部山区零星进入区域游走活动。

4.《温宿县3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指出“项目区由于长期人为

活动干扰，已没有大型的动物出没，野生动物以鸟类和啮齿类为主，其组成简单，数量不多”。

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谁使用、谁回收，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分区域逐村、逐

地开展废旧地膜清理、捡拾、回收工作。目前已完成全县95%耕地的排查清理工作，按

照整改方案，于4月15日前完成整改，并长期坚持。

县林草部门牵头组织属地乡（镇），本着“尊崇自然、保护优先”的原则，在项目区西

南部、东北部科学增设野生动物巡护线路2条、监测点1处，常态化开展巡护及监测；在

野生动物集群活动区、栖居地周边或觅食条件差的区域，科学布设野生动物简易投料点

3处并设立标识警示牌，提升“冬季补饲”能力；按照水源分布实际，科学合理增设饮水

点3处并设立标识警示牌，提升“夏季补水”能力，有效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

督促引导项目企业、属地乡镇及周边群众，加强对该项目区附近及边缘地带的野生

动物活动区、觅食区以及饮水地等生活栖居环境日常关注和保护，增设野生动物保护宣

传牌、警示牌3处，最大限度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影响。

是否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唐华容 通讯员 王
妍）4月7日，走进乌什县亚科瑞克乡的巴扎，

在市场的喧闹中，阵阵掌声和群众的欢笑声

传来。原来这天是该乡的巴扎天。“现在是法

治社会，不懂法、不学法是要吃大亏的，举个

简单的例子……”亚科瑞克司法所工作人员

的话音落下，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地区各乡（镇）都有自己的巴扎天，这一

天许多居民会来巴扎逛逛，买一些物美价廉

的商品。连日来，地区各县（市）、乡（镇）相

关部门充分利用巴扎天“摆摊设点”，开展宪

法法律宣传进巴扎活动。

亚科瑞克乡皮羌村农民买合木提·亚森

当天到巴扎上买生活用品，顺便上了一堂法

律课。他说：“工作人员讲的法律条文通俗

易懂，还特别有意思，我从一个个小案例中

学到了法律知识。在生活中，我们要知法守

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4月6日，新和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协同

塔木托格拉克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巴扎内设

立点位，向过往的居民发放《宪法》《婚姻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宣传资料，并通过以案

释法、政策解读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宪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引导群众用法律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今天我来赶巴扎看见司法所工作人员

在这里普法，正好我有个烦心事，司法所工

作人员给我讲解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要遵纪守法，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来捍

卫自己的权利。”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乔

拉克吐尔村村民艾则孜·伊斯马伊利说。

4月8日，沙雅县古勒巴格司法所在镇

巴扎上组织开展宪法法律宣传活动。工作

人员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进行法律宣传，并为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解答群众相关问题。

村民阿依古丽·司马义饱受丈夫酗酒后

对她进行家庭暴力的困扰，于是趁这个机会

咨询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我讲

了醉酒殴打配偶会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的相

关情形，我也知道了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自

己，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举行，我们可以学

到更多法律知识。”阿依古丽·司马义说。

据了解，连日来，地区各县（市）司法局、

乡（镇）司法所利用巴扎天，向各族群众发放

宣传单4.6万余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396

人次、调解纠纷56件，并给过往群众免费提

供口罩、饮用水等，提高了居民参与活动、学

法用法的积极性。

宪法法律宣传进“大巴扎”
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赵士杰 通讯员 古海尔·
艾山）眼下正是春耕生产重要时节。4月6日，在

阿瓦提县多浪乡克孜勒敦村葡萄种植基地，农民们

抢抓农时，开始大面积套种豇豆，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

村民麦麦提·麦合木提家里有7亩葡萄地，在乡

党委、政府的指导下，今年他开始尝试“葡萄+豇豆”

套种模式。“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豇豆的

种植方法，党和政府帮我们签订了统一销售豇豆的

合同，只要我们做好管理，年底就可以多一笔稳定的

收入。”麦麦提·麦合木提说。

据悉，今年多浪乡各村葡萄套种豇豆面积达到

2450亩，种植、管理和采摘过程将带动60余人就

业，人均预计可增收2000余元。

近年来，地区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各

地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群众增收致富为目标，

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4月5日，在库车市乌恰镇吐孜鲁克墩村甜瓜

种植基地，瓜农们正忙着栽苗、浇水、覆膜。“去年我

种了6亩甜瓜，收入大概是4万元，今年又种了10

亩，希望收入和去年一样好。”村民阿依古丽·卡德

尔说。

据了解，吐孜鲁克墩村种植的甜瓜品种为“甬甜

5号”，又被称为“甬库团结瓜”，是浙江省首个既通

过品种审定，又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甜瓜品

种。今年，吐孜鲁克墩村计划种植700亩“甬甜5

号”甜瓜，预计每亩产量达2.5吨，可为种植户带来1

万元的收入。“我们会给村民做好种植技术培训、物

资帮扶等工作，同时利用网络平台，帮助村民拓宽销

售渠道，让村民增收致富。”库车市财政局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吐尔逊·亚生说。

4月6日，在拜城县赛里木镇夏合买里斯村的一

块条田里，一台装有GPS卫星导航系统和铺播一体

化设备的农机正在播种色素辣椒。

辣椒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

业岗位。“我在这里务工，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资，希

望今年的辣椒长得更好，我们的收入也更多。”一年四

季在家门口都能挣到钱，古丽皮耶·尼亚孜觉得非常满足。

拜城县赛里木镇副镇长阿布来提·赛买提介绍，今年赛里木

镇色素辣椒种植面积2万余亩，目前犁地、铺膜等前期工作已完

成，计划4月中旬开始移栽辣椒苗。预计年产量1万吨左右，实现

亩均效益5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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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刘红文 通讯员 徐龙 朱红祥）天气变

暖，又到了防治春尺蠖等病虫害的最佳时期。4月12日，记者从

地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地区计划于本月13日开始，利用6天

的时间在沙雅县胡杨林区开展胡杨春尺蠖及胡杨叶部病害飞机

防治工作。

此次防治工作主要是对50万亩胡杨林区开展春尺蠖防治及

10万亩胡杨林区开展胡杨叶部病害防治。经过有关部门的前期

准备，现已做好飞防区域内的宣传工作，飞防准备工作已就绪。

地区天然胡杨林主要分布于沙雅县及阿瓦提县境内，对减轻

土地荒漠化、沙化等起着重要作用。春尺蠖在地区一年发生一

代，具有发生早、食量大等特点，严重威胁到天然胡杨林的生存。

地区多年来高度重视做好胡杨林春尺蠖防治工作，在每年春季胡

杨发芽长叶之际，采取飞机飞防作业来减少病虫害。

据悉，目前参与防治的三架飞机已到位，核定每架次作业面

积1500亩，每架次作业时间11分钟10秒。在正式作业期间，总

飞行架次不少于350架次。地区将做好防后数据监测调查工作，

确保飞机防治取得良好效果。

沙雅县50万亩胡杨林
春尺蠖防治全面展开

本报乌什讯（记者 刘丽 通讯员 艾克热木·牙生）“大棚里湿

度高，绝缘包裹一定要包好。”4月10日，国网乌什县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正忙着检查大棚智能温控接线，队员阿布里米提·吾买

尔一边包裹接线，一边给兴乌现代农村种植示范园管理员讲解，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他们消除了6处安全用电隐患。

兴乌现代农村种植示范园位于乌什县阿合雅镇吐曼村，是阿

合雅镇乡村振兴的龙头企业，总占地19万平方米，现有标准蔬菜

种植大棚200座，其中育苗棚100座。

“我们的大棚都是智能温控的，一刻都离不开电，感谢志愿队

来帮我们检查用电设备。”示范园负责人敦庆磊说。

为护航“菜篮子”安全用电，国网乌什县供电公司每月对种植

示范园区的配网线路及设备进行巡视，并协助种植示范园区对用

电设备开展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治理，宣讲安全用电知识。

“农业产业振兴，电力保障是关键，水、电、路这些良好的基础

设施都是招商引资‘强磁场’。”乌什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李金锁说。据悉，国网乌什县供电公司把电网建设规划融入地

方经济发展规划，以优质、安全、可靠的电能保障乌什县阿合雅镇

产业园“百村千厂”工程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电网扎到地头，产业发展有保障。同样，农村公路的通村

入组也让乌什县的蔬菜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有了

新突破。“现在路修到田里，为我们省了不少力，我们发展农业

生产的信心更足了。”奥特贝希乡尤喀克奥特贝希村村民艾麦

提·托乎提说。

乡村振兴，设施先行。近年来，乌什县持续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过去五年，乌什县累计投资农

村公路建设资金6.2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600余公里，全县

108个行政村实现通硬化路和沥青路。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今年，乌什县计划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74.961公里，进

一步改造提升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推进农村供水改造工程、项目

产业电能替代工程等，让农村成为群众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阿克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