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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同源·智惠闽昌”昌吉州国有企业

党员骨干“强能力 提素质”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丁媛
静报道：5月20日至5月24日，“丝路
同源·智惠闽昌”昌吉州国有企业党
员骨干“强能力 提素质”培训班在昌
吉开放大学举行，全州国资系统17家
企业的50名党员骨干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
主办，州国资委承办。培训突出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包括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解读、国有企业党务工作实
操等内容。培训期间，主办方还组织
培训班学员赴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
司进行参观交流学习。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课程安排衔接紧密、内容丰富，具
有一定针对性和实践性，不仅巩固
了理论知识、开阔了视野思维，还
学到了实务技能，要将培训所学转
化为党员骨干模范作用发挥的动
能，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作
出贡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5 月
29日至30日，昌吉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践案例课程审核试讲
活动在州党委党校举行。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和州党
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提高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行动
自觉，州党委组织部联合州党委党
校、州委统战部、州社会主义学院、州
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和北庭
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共同开发了 5 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精
品课程，分别为：《丝路同源·山海回
响——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中的新疆故事》《彰显文物力量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文铸魂
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
神力量——以北庭历史文化研修班为

例》《统揽四方为一家 凝聚众力话铸
牢——以“统战”促“铸牢”的昌吉实
践》《传承北庭历史文化 有形有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负责课
程宣讲的5名讲师均来自参与课程开
发的部门单位。

审核试讲现场，课程审核评议小
组在前期课程资料审核的基础上现
场试听，并对每位讲师的讲课情况进
行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5堂精品课选题角度各有侧重、特
点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综合采
用案例式、访谈式、研讨式等多种形式
的授课方式。州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
科科长亢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课程
质量，我们组建专业团队对课题严格
审核把关，教学的内容、形式、课程结
构也经过多次打磨修改，现已基本成
型，将于近期开展培训宣讲。此外选取
的案例具备昌吉特色，教学形式鲜活，
能充分激发学员的积极性，确保广大
党员干部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昌吉州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案例课程审核试讲活动

凤城沃野“向云端”

到2025年玛纳斯县“数字管地”百万亩
预计年节水3000万立方米

小满时节，位于奇台县古城乡的奇
台县万亩榛子示范基地，3000亩大果榛
子树整齐排列，葱茏繁茂。

进入榛子林，矮的榛子树有 1 米多
高，高的约有3米，它们迎着阳光努力生
长。枝叶繁密的榛子树间，成片的苜蓿
像一张绿色的地毯，上面点缀着朵朵紫
色小花，水肥一体化设施排布地头，浅
埋田间的黑色管道延伸向远处。

5 月 20 日正午，日头正是热烈奔
放，阳光照耀在榛子树上，透着一股蓬
勃之意。宋锋惠手搭凉棚，眺望远方。她
告诉记者，这块榛子地距离沙漠只有12
公里，是全疆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
榛子示范基地。

30 年间，果树栽培学博士、新疆
林科院经济林研究所红枣榛子研究
室主任宋锋惠带领科研团队为寒冷
地区提供了生态经济效益高、发展潜
力巨大的新亮点树种，开拓了世界干
旱区新产区，示范区遍及全疆近 50 个
县市和团场，填补了榛子在新疆栽培
的空白。

榛子多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它
抗寒性强，适生范围广，有“坚果之王”
的美誉。在新疆，榛子树种植并不常见。

2020年以来，瞄准榛子的利好发展
空间，奇台人许尔辉承包古城乡政府
5000亩国有土地，成立新疆华榛农林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 亿元建设奇台
县“万亩榛子示范基地+全产业链”深加
工项目。

“修剪时要留下主干，侧枝要少，注
意及时除去萌蘖枝，促进结果率……”宋
锋惠一边示范修剪着榛子树，一边向工
人们讲解着注意事项，解决树势不旺、长
势弱的难题，为奇台榛子产业“把脉”。

榛子好吃树难栽，想要短时间内让
榛子挂果丰产，栽培、修剪、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越冬防护……要过的关口
一个接一个。

谈起这几年种植榛子的经历，许尔
辉感慨地说，从榛子选种到耕作，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精心管理和辛勤付出。得

益于宋锋惠全程“护航”，3000亩榛子保
存率达到了90%以上。

由于从东北引进的榛子树苗成活
率低，在宋锋惠的建议下，许尔辉栽种
了新疆主推品种“新榛1号”“新榛3号”
和“新榛5号”，全是3年的榛子树苗，缩
短了榛子树的成长期。

“盐碱地、缺水、风沙大，让榛子种
植变得具有挑战性。”许尔辉说，“我们
在榛子树间种植 1700 亩苜蓿，改善土
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为榛子树生长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榛子林周边种植
150 亩榆树、白蜡等树木，为榛子林遮
挡风沙。榛子示范基地采用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达到了节水、节肥的良
好效果。”

“明年 7 月，万亩榛子示范基地将

迎来丰收季！”宋锋惠算了一笔账：
3000 亩榛子林有 25 万株榛子树，进入
成果期后，单株产量在 1.5 公斤至 2 公
斤，亩产达到 150 公斤以上。按榛子国
际市场价每公斤 25 元至 30 元计算，每
亩榛子的收益约为 4500 元，刨去每亩
1000 元成本，每亩地纯收益能达到
3500元。

“我们将把榛子种植规模扩大到 1
万亩，加快构建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榛子全产业链，开发榛子仁、榛子片、
榛子油等深加工产品，建成全疆乃至西
北地区最大的榛子全产业链基地，带动
榛子产业多元化发展，将‘小坚果’做成

‘大品牌’，走向全国。”谈起今后的发
展，许尔辉信心满满。

发展榛子产业的同时，许尔辉计划

带动周边1500户农民种植榛子3万亩，
在全疆推广种植20万亩榛子，让昔日戈
壁变成“绿色银行”，使榛子产业成为强
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的食物
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
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宋锋惠认为，榛子作为国家重点
“木本粮油”五大树种之一和“三北防护
林建设”重要生态经济林的先锋树种，
有效填补了北疆寒冷地区露地越冬的
干果树种空白。发展榛子产业对昌吉州
推动科学高效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
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
意义。

清风拂过，枝舞叶摇，榛子树透着
丰盈和润泽，攒足劲迎接来年丰收。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泉水地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
场，工人正在铺设人行横道。据了解，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泉水地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今年开工建设，总投资为605万元。该项目主要修建3公
里农村公路及两座桥涵，铺设9000平方米马路砖，硬化5000平方米路面等。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继去年建
设 40 万亩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之后，
2024 年，玛纳斯县计划推广数字农田
20万亩以上。预计到2025年，该县将实
现“数字管地”百万亩。届时，智慧水肥
一体化技术将覆盖玛纳斯县百万亩农
田，预计年节水3000万立方米。

5月24日，玛纳斯县兰州湾镇下桥
子村，一块块方正的麦田秩序井然排列
着，半人高的冬小麦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喜人的青绿连天接地。

下桥子村村民叶德清站在地头，用
手机App“慧凤收”发出指令，配好的水
肥很快流入一条条黑色的滴灌带里，精
准送达作物根部。

“以前要开关一个个阀门完成灌
水，费时费力不说，地浇得也不均匀。今
年4月，我的百亩麦田装上了智能球阀，
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远程精

准锁定需要浇水的地块，还能控制水
量，让小麦‘吃饱喝好’，省时省工又省
力。”叶德清说。

小麦要高产，水肥是关键。“正常情
况下，小麦的返青期、拔节期、灌浆期均
需要合理的水肥配比。”玛纳斯县农牧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晓庆说，在小麦
的每个生长期他们都会根据墒情和苗
情，对示范方进行精准管控，以真正实
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

“去年，我种的小麦平均亩产550公
斤。现在小麦穗头足、穗粒数多，最多的
一个麦穗结了 40 个籽粒，亩产预计超
600公斤。”走在麦田里，随手翻看着地
里的一排排长势喜人的小麦，叶德清脸
上挂满了笑容。

2023年，玛纳斯县以创建全疆首个
数字农业示范县为目标，打造40万亩集
卫星遥感遥测、水肥一体、四情监测、玛

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慧凤收”
App使用为一体的数字农田，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同时，经过不断创新和尝
试，玛纳斯县开辟“节水增粮”的新路
径，每亩地可为农民节水30立方米、节
本增效100元。

位于玛纳斯县的新疆心连心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液体肥生产车间，两条液
体肥生产线高效运转。在这里，每天可
生产液体肥500吨。

“自2019年起，我公司已在新疆推
广智能施肥机 2000 多套，覆盖面积 70
万亩。按每亩地年施肥100公斤计算，我
们每天生产的 500 吨液体肥可供 5000
亩农作物全年施肥。”新疆心连心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水肥一体化中心总监孙
文广介绍。

“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提高肥料利
用率，节约灌溉用水，使作物吸收更迅

速，肥效更好。”孙文广说。
今年，玛纳斯县共安装智能施肥机

1259 台，覆盖面积 43 万亩，每亩节肥
20%—30%、节水 7.5%—9%、平均亩产
增加5.3%—9.6%。

据悉，智慧水肥一体化技术，其核
心是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是节约水资
源，减少面源污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推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
关键技术。

“耕好沃土良田，妙技‘粮’方当先。
我县立足水情农情，大力推广智慧水肥
一体化技术，不仅保证了农作物的高效
生产，同时也显著减少水资源的消耗，
实现稳粮与节水双赢。”玛纳斯县委常
委樊卫强表示，该县将持续紧抓农业生
产有利时机，持续做好智慧水肥一体化
技术跟踪服务和技术指导，为全县“滴”
造丰收田，“灌”筑增收路。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奇台县：沙漠边长出“坚果之王”
□本报记者 王薇

5月20日，宋锋惠（中）在奇台县万亩榛子示范基地示范修剪榛子树。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5 月 29 日，在木垒县良
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主播正在对新人进行培训。

今年以来，木垒县通过
建机制、强载体、树标杆、抓
调度，电商发展服务“触角”
不断延伸，电商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电商发展生态不断
革新。截至目前，全县建立直
播基地1个、电子商务企业4
家，实现网络交易额 500 多
万元。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我州超万名学子参加高考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
2024年高考于6月7日至8日举行。6
月5日，记者从昌吉州教育局获悉，今
年我州设 8 个县市考区（包括五家渠
市），共 13 个考点、497 个考场；报名
参加普通高考的人数为 13631 人，高
职单招已录取 1634 人（不再参加高
考），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为 11997
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 10503 人，三
校生升高职的人数为1494人。

据了解，今年我州 8 个考区共选
配2073名考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全部考务工作
人员开展了安全保密规定等相关培
训。高考巡视组于 6 月 4 日赴各考区
开展高考巡视工作，确保各环节工作
规范有序。我州卫健部门选派40余名
医务人员、13 辆救护车；公安部门调
派警力 1164 人、警车 193 辆；电力部
门组织保障人员 58 人、应急发电车
10辆、备用发电机20台；市场监管部
门组织指导组分赴各县市，进驻考点
及考生集中食宿点开展饮食安全检
查，形成公安、卫健、市场监督、保密、
电力等部门联动的高考安全保障强
大合力。

今年，我州大力推进防范高科技

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建设，完成13
个考点33个智能安检门升级调试，实
现497个考场5G信号屏蔽器全覆盖，
并根据自治区开展智能巡查系统试
点建设要求，加快推进阜康市第一中
学和昌吉州第二中学智能巡查系统
建设，确保考前安装调试到位。各考
区、考点在考前针对考试舞弊、试卷
错发漏装、听力无法正常播放、大风
暴雨高温极端天气、地震灾害、传染
性疾病暴发等考试突发事件开展实
战化演练 68 次，及时查漏洞补短板，
确保发生各类应急突发事件时能快
速反应、妥善处置。

6月1日，昌吉州教育考试中心发
布《致全州 2024 年高考考生的一封
信》，温馨提示全体考生及家长要牢
记考试时间、严守考试纪律、做好考
试准备、调整应考状态。

此外，各级交管部门和爱心送考
车辆也为考生平安出行做好了准备。
昌吉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了2024年高考期间公交线路临
时绕行公告，对途经考点的 8 条公交
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并预备了超20班
次的运力储备，将视具体情况临时增
加班次，保障考生及家长安全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