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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场槽子牧业新村：各族群众共建和美乡村
□本报记者 刘新新

清晨 8 时，是一天中的第一次挤奶
时间。近日，记者在现代牧业（昌吉）有
限公司挤奶大厅看到，一台全自动80位
转盘式挤奶机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690 头健硕的荷斯坦奶牛依次踏上转
盘，场面颇为壮观。

前药浴、验奶、擦毛巾、上杯、巡杯、
后药浴，一套标准化的操作下来，挤好
的鲜奶便顺着真空管道流进储奶罐。目
前，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日产鲜奶
达30吨，所产鲜奶全部供应蒙牛集团。

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5月，位于昌吉市阿什里乡金涝
坝村，是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依托科学化养殖和现代化管
理，奶牛养殖和牛奶生产走上了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

“牧场奶牛存栏共3000头，其中泌
乳牛850头，每天由全自动转盘挤奶厅
和并列式挤奶厅同步启动挤奶工作。比
起老式挤奶设备，一台全自动80位转盘
式挤奶机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690
头奶牛的挤奶工作，节省了一半的人工，
实现了无菌式接触。”现代牧业（昌吉）有
限公司挤奶处高级主管庞从旭介绍。

记者透过挤奶大厅参观通道玻璃

屏看到，挤奶机设置了自动引导门，可
以将奶牛引导到挤奶位上，奶牛围成一
个圈，盯着圆盘中心，集中注意力。“每
头牛一天挤奶 3 次，日均产奶 33 公斤。
在挤奶过程中，挤奶厅要保持安静，减
少奶牛本能的应激反应。”庞从旭说。

奶牛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挤奶方式，
甚至可以自己走上台阶找位置，挤完奶后
自行回舍。在这里，奶牛不仅有舒服的卧
床，还有量身定制的“安全营养餐”，可以
为它们提供全面充足的营养。

“自动转盘挤奶机入口处安装着利
拉伐帝波罗牧场管理系统，能够记录奶
牛奶量、挤奶时间、产奶峰值等挤奶信
息，配上先进的检测系统，可以帮助牧场
实现高效的数据管理。”庞从旭指着远处
说，公司还积极改进圈舍养殖环境，安装
喷淋设施、负压风机以及自动化刮粪机，
给奶牛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居家环境”。

如何保证奶质纯正、奶味醇香，乳
蛋白含量及微量元素达到国家标准？现
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从每头牛的“饮
食起居”着眼，每一个环节都力求标准
化、智慧化、集约化。

奶牛的食物100%采用青贮饲料和
苜蓿草料，让奶牛获得更均衡的营养，

从而产出更高质量的牛奶。
“牧场的每一滴牛奶都会历经感官、

理化、微生物等50多项检测关卡，以保证
生鲜乳的营养和品质。我们还构建了全
过程可追溯体系、引入国际管理体系等，
对原奶进行管控，目前各项指标高于国
家标准。”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品控
处高级主管宋少华说。

最令人羡慕的是，每头奶牛每年还
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不工作、不产奶，
纯休息玩乐。

在宽敞的牛舍，每头奶牛一出生就
会戴上自己专属的电子“耳牌”，它不仅
仅是奶牛身份的证明，更能记录奶牛每
天的膳食比例、健康状况、挤奶量等信
息，一旦发现原奶出现异常情况，通过

“耳牌”可实现快速追溯，做到奶源质量
“牛牛有责”。

进入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犊
牛养殖区，600 头小牛犊一出生就拥有
了“单身公寓”，享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喂
养。在一个个洁白的犊牛岛里，牛犊面
前放着新鲜的牛奶和辅食，有人经过
时，它们好奇地睁大眼睛张望，还主动
上前与人互动。

“新生牛犊会在犊牛岛喂养两个

月，之后进入标准化牛舍开始集体生
活。”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凯介绍，这种饲养方式让小牛犊们有
效减少交叉感染，大大降低腹泻、肺炎
的发病率。

得益于一项项科技含量满满的养
殖和管理技术，现代牧业（昌吉）有限公
司的养殖成本不断缩减，原奶的质量也
得到了极大提高。

“对于一个有着上千头牛的养殖场
来说，离不开‘大数据’支持。”张凯说，
牧场安装并使用了信息化监控管理系
统，200 个摄像头实现了可视化全程监
控，牛的各个生产阶段及状态都可以在
养殖平台上查询，包括健康状况及疫苗
接种情况、饲料配比等，同时，牧场的日
粮制作、奶厅挤奶、粪污清理也都实现
了机械化、自动化。

张凯表示，明年，公司将持续贯彻
落实昌吉州关于奶业振兴的各项决策
部署，聚焦优质牧草采购、优良品种培
育、优质奶源基地建设等关键环节，开
展“科技兴牧”示范引领，全群奶牛养殖
规模将达到4000头，日产鲜奶超80吨，
总产值超 8000 万元，在奶产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上笃定前行。

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三场槽子牧业
新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子。全村共
有358户1384人，其中哈萨克族居民有
287 户 1126 人，占全村人口的 82％。近
年来，三场槽子牧业新村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融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全过程，擘画了一幅民族
团结和美乡村新画卷。

2 月底，记者来到三场槽子牧业新
村，一排排房屋排列整齐，家家户户的
庭院干净整洁，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四
通八达，灰瓦白墙上用红字写着“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等
励志标语。

村委会一楼大厅里，村党支部书记
艾里·阿合买提和几位村民正在讨论村
里今年的产业发展情况，图书阅览室里
有几位村民正在看书，感恩墙上村民们
的笑脸照片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艾里·阿合买提在这个村当了 30
多年村支书，对三场槽子牧业新村的发
展变化如数家珍。他说，最初，三场槽子
村是北庭镇的一个放牧点，1998 年牧
民们从山区搬到这里，形成一个牧民定
居点。2008年这里建起了安居富民房，
北庭镇、泉子街镇、大有镇、新地乡散居
放牧的牧民陆续搬迁到这里集中定居，
2012 年经镇党委批准成立了行政村，
命名为三场槽子牧业新村。2014 年，该
村被列为自治区级扶贫重点村，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198 户 746 人。2020 年，全
村198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人均年收入
从原来的 2800 元增长到现在的 1.7 万
元。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

下，三场槽子牧业新村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培育特色产业，建立了制衣厂、
馕产业园、养殖合作社，村民们种庄稼、
搞养殖、打零工，经济收入逐年增长，日
子越过越好。“在国家、政府的项目资金
支持下，我们村修了柏油路、通了水电，
村庄环境绿化了，产业项目引进来，家
家户户有钱挣，有的人开上了小汽车，
村民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习
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村民们
与时俱进，勤学习、忙劳动、各族群众团
结进取，共建和美乡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艾里·阿合买提
介绍说。

村民吾木江·艾拜汉以前是村里的
贫困户，她的丈夫孩子都患有疾病，家
庭经济困难。后来，她的家人看病有医
疗补助，丈夫和孩子身体也逐渐痊愈。
如今，一家人住进安居富民房，丈夫在
外务工，孩子今年也准备考大学，家里
牲畜存栏十几只，30 亩土地流转出去，
她一边养殖一边在周边打零工，家里一
年收入十几万，日子过得可舒心了。

村民阿依木·毛代是2012年嫁过来
的年轻媳妇，在她的印象里，村上各族
群众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乡风文明建
设搞得好。

阿依木·毛代家后面邻居是一对汉
族老夫妻，他们的子女在外面工作，孙
子跟他们一起生活。她说：“我们两家的
孩子年龄一样大，以前孩子在村里上幼
儿园时，每次我们都帮忙一起接孩子上
下学，经常送牛奶给他们喝，我们像一
家人一样亲近。今年两个孩子都去北庭
镇上一年级了，放假回来还经常互相串
门玩耍，我们两家的感情非常好。村里

的其他邻居也是这个样子。”
阿依木·毛代和丈夫都是党员，经

常参加村上组织的活动。她说，村“两
委”一月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和“村民
说事日”活动，讲村上的发展情况，帮助
村民答疑解惑，解决大家的困难诉求。
每周，农牧民夜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培训班常态化开展，每位村民都掌
握了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业方
便多了。村上有个月花制衣厂，30 多个
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现在村里的产业
发展项目多，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大家
干劲十足。

三场槽子牧业新村结合实际抓好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扎实推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每逢传统节日和重大
活动，村“两委”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组
织村民开展舞蹈、摔跤、歌舞、跳绳等群
众性文体活动，元宵节组织社火表演，
清明节到吉木萨尔县烈士陵园扫墓，7
月1日党的生日时村民们集体唱爱国主
义歌曲，参观北庭故城等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各族群众直观看到家乡的变
化、国家的发展，坚定信心，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

艾里·阿合买提说：“我们将结合实
际持续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增
进民生福祉，夯实民族团结基础，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让我们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
幸福生活。”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9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陈蔷薇从新疆
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
2月，新疆实现绿色电力交易电量6.5
亿千瓦时，超过2023年全年交易电量
的1.5倍，完成2024年度绿电交易任
务值的65%，实现“开门红”。

新疆拥有丰富风电、光伏发电资
源，为打造绿色电力市场奠定了坚实
基础。自2022年起，新疆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实施绿电交易工作，建立
了包括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在内的绿
色电力市场体系。

自 2022 年实施绿电绿证交易以
来，截至目前，疆内绿电交易电量
10.9亿千瓦时，疆内用电企业购买绿
证 277 万张，疆内新能源发电企业出
售绿证 128 万张，有力促进了新疆新
能源电力消费。

今年以来，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定期披露符合绿电交易发电
企业名单，拓宽用户购买渠道，及时
跟踪重点用户绿电需求，深挖绿电消
费潜力，创新交易服务机制，持续扩
大绿电交易规模，绿电交易电量取得
新突破。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李玉鑫
报道：眼下，呼图壁县一年一度的育
苗工作全面展开，温室大棚内，农户
们抢抓农时，忙着点种育苗，确保春
种用苗需求。

2月26日，在呼图壁县新诚蔬菜
育苗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穴盘育
苗点种机运转不停，将番茄种子分放
在育苗盒里，工人们配合机器摆盘、覆
土、点种、运盘，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为新一年的农业丰收播下了
新的希望。合作社负责人徐道军说：“2
月20号开始点种，预计需要20天，点
种结束后开始铺盘、上水，然后开始大
棚升温，从升温开始，15天到20天开
始封苗，封完苗45天就出苗。”

徐道军从事蔬菜育苗已有 15 个
年头，目前，购进了两台全自动穴盘育
苗点种机，采用人工+机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点种。徐道军介绍，过去靠人工
点种，技术熟练人员每人每天最多完
成点种200多盘，现在采用点种机播
种，点种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1台点
种机每天能点种5000盘，点种机点种
更加节省种子，育苗成本大幅下降。徐
道军说：“我们目前有两台全自动点种
机，精准率可达98%，效率还是可以，
一天可以点到一万盘左右。”

呼图壁县新诚蔬菜育苗农民专

业合作社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 188
亩，现有育苗大棚 138 座，采用“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民”的模式运
营。今年，合作社早早与呼图壁县统
一企业、景泰番茄制品等企业签订订
单，采用订单式培育，年育苗量达到
3000 万株，年收入可以达到 400 万
元左右。番茄育苗结束后，合作社还
打算利用大棚发展秋延晚蔬菜种植。
徐道军说：“今年跟统一和景泰签订
的大约 1 万亩的番茄订单，他们公司
负责提供种子、农药，而且定期会派
技术人员来指导工作，比如说打什么
肥料，什么时候上水，什么时候出苗，
而且他们公司还派人来检查温度。”

合作社依托订单培育持续向好
发展，还为冬闲在家的群众提供了灵
活就业的机会。刘慧兰是合作社的一
名务工人员，已经工作10多年了，丰
富的育苗经验让她干起活来得心应
手。刘慧兰说：“一天能挣 150 元左
右，我干了十几年了，还学到了技
术。”

近年来，呼图壁县积极探索产业
发展新路径，在大棚种植方面不断下
功夫、做文章，切实做强大棚经济产
业，实现产业健康发展，为农民带来
丰厚的收益，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推
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殷雪娟、
朱文慧报道：春耕生产在即，昌吉市
积极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
时足额发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进一
步调动农牧民购置农机的热情，为保
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有力提升了农业生产机械化水
平。

2月26日，在昌吉市二六工镇广
东户村，农机大户马占林正在检修农
机。2023年，他种植了6000亩番茄和
棉花，购买了一辆大马力拖拉机，经
过核验，今年他领取到了国家农机购
置补贴款。“我购买拖拉机花了30多
万元，国家补贴 58200 元，钱已经到
账，马上就要到春耕了，真是‘及时雨
’啊。”马占林笑着说。

走进新疆嘉伟农机服务专业合
作社，各式各样的农机具整齐排列，
农机手正在进行农机检修。昌吉市农
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
农机购置补贴款的发放情况后，在机
具上喷涂上了“国家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机具”字样。

2023年，合作社购置了一辆大马
力拖拉机、一台植保无人驾驶航空
器、一台农业用北斗终端、一架五铧

液压翻转犁，全部享受到了中央财政
农机购置补贴。

合作社社长金雷说：“2023 年合
作社购置了 4 台设备，共花了 160 万
元，国家给补贴了近10万元，给合作
社节约了资金。我们现在开始检修农
机具，不误农时，为今年农业丰收打
好基础。”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
心通过“宣传+培训”提高补贴知晓
率，“督促+指导”缩短补贴时限，“政
策+服务”严格补贴核查，“示范+带
动”提高补贴效能等措施，加快农机
具购置补贴兑付进度，把惠民政策落
实到位。据统计，2024 年昌吉市第一
批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548万
元已经到账，15个大类42个小类155
个品目的农机具可享受补贴政策。

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
主任朱丽娟介绍：”2023年，昌吉市农
户、合作社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新
增农机动力 7673.4 千瓦，目前，已完
成补贴机具现场核验 453 台，兑付补
贴资金480余万元，带动了全市新机
具的推广应用。我们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指导做好农机具检修工作，已完成
农机具检修7269台（架），为春耕生产
奠定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胡雅榕报道：近
日，吉木萨尔县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 21 家
苗木合作社春季出圃的造林绿化苗
木开展产地检疫行动，严格加强林业
有害生物的源头治理，杜绝林业有害
生物的传播蔓延，切实保护全县林木
种苗的安全，提高春季造林质量。

本次行动重点对即将用于造林
绿化的林木种苗进行了现场检疫检
查，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森林植物检
疫实施办法》和《林业植物产地检疫

技术规程》相关规定，对出圃苗木进
行了抽样检疫检查，认真填写《产地
检疫调查表》，并向苗木合作社人员
宣传了植物检疫相关知识、检疫性林
业有害生物的识别及防治方法等。

此 次 产 地 检 疫 林 木 种 苗 面 积
8598.9 亩，调查样株 4643.7 万株，检
疫苗木树种 60 余种，主要为造林苗
木、绿化苗木、沙生苗木和幼苗，产地
检疫率达到100%。目前，吉木萨尔县
域内未发现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及危
险性林业有害生物。

前2月新疆绿电交易量

超去年全年1.5倍

呼图壁县

育苗工作全面展开 确保春种用苗
图为3月1日，村民正在制衣车间工作。 □本报记者 陈建锦摄

新春走基层

这里的奶牛吃着营养餐、享受带薪休假 奶源质量“牛牛有责”

“智慧”赋能现代牧业加速“跑”
□本报记者 王薇

3 月 10 日，阜康市
九运街镇的养殖户马旭
辉在和他的马鹿亲密互
动。马旭辉2004年在外
地打工的时候了解到养
殖马鹿市场前景不错，
马鹿不仅可供人观赏，
还浑身是宝，可以卖鹿
茸、鹿血等，药用价值极
高。于是他返乡养殖马
鹿，目前他共养殖了50
余只马鹿。

□王晓雪摄

昌吉市

发放农机购置补贴 助力春耕备耕

吉木萨尔县

开展苗木检疫 提高春季造林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