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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沙漠篝火 欢庆葡萄丰收生态螃蟹“飞”到北上广抢鲜上市

小毛驴“驮”起大产业
牧草迎丰收 牧民打草忙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马志远、张
海洋报道：这两天，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的
生态螃蟹迎来大丰收，个头大、品相好的
螃蟹“坐”上飞机，“飞”到北上广抢鲜上
市，供应内地城市的高端消费市场。

8月22日，在广东地乡新户坪村生
态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在捕捞销售
成熟的螃蟹，供应疆内外市场。广东地
乡螃蟹养殖户赵光旭说：“我们每年 10
月放苗，第二年8月5日左右开始捕捞，
一直可以捕捞到 10 月初到 10 月中旬。
我们养殖的螃蟹就吃水里面的小鱼、小
虾、水草，是生态养殖。养殖面积 6000
到7000亩水面，产量30吨左右。”

广东地乡水资源富集，生态环境良
好，成为大闸蟹成长的天然乐园。养殖
户利用天山雪水进行自然放养和坑塘
生态散养，出产的螃蟹个头更大、肉质
也更加鲜美，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今
年，新户坪村生态螃蟹养殖基地的30吨
优质螃蟹已被疆内外各大市场预订。为
了满足中秋节、国庆节市场需求，养殖
户将成熟的螃蟹捕捞后进行集中暂养，
方便大批量上市，并通过给螃蟹穿“马
甲”、开辟“绿色通道”、完善冷链运输渠
道等方式，减少运输损耗，提高螃蟹成
活率。肥美的新疆螃蟹“坐”上飞机，最
快10小时就能从产地直达北京、上海等
地消费者的餐桌，确保消费者品尝到美
味的新疆优质水产品。

螃蟹养殖户赵光旭说：“新疆的水
盐碱含量特别高，养殖的螃蟹不容易得
病，蟹肉吃起来很鲜美，我们的螃蟹主
要销售到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最远能卖到香港，那边的客户很喜欢。”

近两年，广东地乡通过“公司+合作
社+养殖户”模式，发展螃蟹生态绿色养殖，
目前养殖面积超过1万亩，年产优质螃蟹
50吨左右，带动20多户养殖户增收致富。

广东地乡党委委员赵志祥说：“我

们将争取项目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完善
渔业基础设施，同时，积极争取专业人
才开展指导，使广东地乡水产养殖走上
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的路子，带动更多
的养殖户发家致富。”

8月22日，养殖户正在给螃蟹穿“马甲”，方便运输。 □张海洋摄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吕汶泽报
道：今年以来，玛纳斯县大力实施“民生
固县”发展战略，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解
决群众实际问题为导向，广泛征求并吸
纳民众意见，确定了玛纳斯县2024年度
10 件重点民生工程，这些项目总投资
8.01亿元，细分为24个具体子项目。目
前，24个子项目均已开工或复工，其中3
个子项目已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剩余
21个子项目也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

玛纳斯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今年将80%以上

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推动老人儿童
关爱工程、农业提质增效工程、农业节水
灌溉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教育能力
提升工程等10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玛纳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副局长王帆说：“玛纳斯县图书馆项目
总投资 1280 万元，主体三层，总面积
3167 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
50%，计划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建
成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区的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
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凤城，更好服务和
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为实施好民生项目，玛纳斯县包家
店镇请人大代表为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问诊把脉”、出谋划策，以“关键小事”
为改善民生的切入点，全面推进污水处
理管网建设、天然气管网建设工程等

“入户延伸”项目。目前，该镇美丽乡村
建设工程已经完成，城乡清洁能源替代
工程正在全力推进。

去年，得益于国家惠民政策，玛纳
斯县包家店镇柴场村村民木希尔·条了
根家盖起120平方米的抗震房，还换了
新家具家电。今年，村里又通了天然气，
修通了下水道，每家每户还在院子里种

上了蔬菜瓜果。木希尔·条了根说：“我
家现在用上了天然气，还通了上下水，
干净又方便，生活太好了！”

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副镇长阿哈里拜
克·木哈麦提说：“我们集中力量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村样板，积极加大天然气入
户、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建设力度，将包家
店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玛纳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敬
说：“我县将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倒排
工期，按照时间节点快速推进，紧盯项
目实施进度，确保谋一件、干一件、成一
件，不负‘实事’之名，让群众早受益。”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万里、张智龙
报道：8 月 24 日晚，玛纳斯县六户地
镇第二届鲜食葡萄采摘节沙漠篝火
晚会激情上演，吸引了天山南北的游
客前来分享葡萄丰收的喜悦，感受乡
村篝火晚会的激情与魅力。

晚上10点，篝火晚会开始。现场
歌舞轮番上演、精彩不断。为了推介
沙漠鲜食葡萄，六户地镇还邀请了网
红歌手前来助阵，动听的歌声、优美
的舞姿，博得观众满堂喝彩。熊熊篝
火在沙漠点燃，现场村民与游客伴随
着动感音乐，拉起手，围成圈，尽情狂

欢舞动，庆祝丰收的喜悦。
玛纳斯县六户地镇位于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南缘，是鲜食葡萄的优质产
区。今年，六户地镇的2000亩葡萄又迎
来大丰收，产量可达2500吨，产值450
万元。丰收的农民，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升腾的篝火，映红了每一张笑脸。

六户地镇农民桑瑞说：“这次鲜
食葡萄采摘节提升了六户地镇鲜食
葡萄的知名度，也吸引了不少外地的
客商前来洽谈，目前已经达成购买意
向，希望我们的葡萄走向全国，让更
多的朋友品尝到。”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报道：连
日来，玛纳斯县加快推进基层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建设，切实改善基层干部
群众的工作生活环境，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提质增效。

近日，玛纳斯县广东地乡乡镇
干部周转宿舍建设项目和“五小”工
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项目建成
后，将满足广东地乡乡镇干部用餐、
住宿、开展文体活动的需求，进一步
调动干部扎根基层、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玛纳斯县巨龙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喻忠说：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室
内电气、水暖管道安装，内墙粉刷等

作业，我们会抓紧施工，尽快完工并
交付使用。”

据了解，基层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由玛纳斯县委组织部牵头，玛纳斯镇、
乐土驿镇、北五岔镇、广东地乡、清水
河乡具体实施，将新建1个社区服务中
心、4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3个村民服
务中心、4个乡镇“五小工程”和1个乡
镇干部周转宿舍。玛纳斯县委组织部
二级主任科员陈博说：“我们把抓基
层、打基础作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
重要内容，在建设基层阵地上出实招、
见实效，积极申报并建设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覆盖乡镇、村、社区，进一步
提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报道：近年
来，玛纳斯县塔西河乡大力发展多胎羊
养殖产业，让群众“羊”起致富风帆。

这两天，在塔西河乡红沙湾村养
殖户麦尔丹·麦买提家的养殖区，50
只多胎母羊已陆续进入产羔期，预计
10 月前全部完成生产。去年，他引进
了养殖成本低、出肉率高、生长速度快
的多胎羊进行饲养，还享受了 7.5 吨
精饲料补助。“这个品种的羊一胎能产
两到三只羊羔，我想带动周边村民一

起发展，把多胎羊产业做好。”他说。
今年，塔西河乡政府经过充分论

证决定大力推广多胎羊养殖产业，并
选取新岸村产业园作为试点，整合资
源，筹集资金，成立新疆鑫佰优特美羊
生态养殖股份有限公司，推动多胎羊
养殖产业快速发展。

该乡红沙湾村党支部书记魏晓春
说：“我们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公司
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质量、拓展市场
渠道，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养殖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徐婷、谢永婷报
道：8月7日，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组
织党代表、人大代表、村民代表等 40
余人外出观摩，学习借鉴乡村振兴好
经验、好做法，对照先进找差距、寻突
破 、谋 发 展 ，拓 宽 视 野 ，提 高 履 职
能力。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庆阳湖乡庆
农发农业有限公司、二工镇天庭源供
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董家湾村人大代
表之家、玉亩良田农业生态服务有限

公司、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等地
观摩学习，通过实地察看、听取介绍、
交流探讨等方式，借鉴示范乡镇特色
产业发展、代表之家建设和作用发挥
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到的经验
转化为动力，不断挖掘本地发展优
势，要围绕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积
极扩思路谋发展，广泛宣传所见、所
闻、所得，把学到的经验用到生产中，
带领群众共同建设美丽庆阳湖。

本报讯 通讯员叶永芳报道：8 月
18日，笔者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西庆
村村民芦洋家的籽用葫芦地里看到满
地金黄，农户们正在采收籽用葫芦。籽
用葫芦收获（脱粒）机来回穿梭，拾瓜、
打碎、过筛、出籽一气呵成，田间一片繁
忙的景象。

“我今年种了800亩籽用葫芦，根据
长势来看，预计 1 亩地可收获 150 公斤
至200公斤。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每亩地
纯收入2000元左右。”芦洋说。

今年以来，庆阳湖乡依托高标准农田
建设，发展籽用葫芦种植等高效经济作
物，其中，种植订单籽用葫芦4408亩。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紧
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发展现代农
业”的思路，立足农业发展实际，积极
构建“标准化、规模化、精优化、品牌
化”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步伐，大力发展籽用葫芦、孜然、红
花等特色种植产业，以产业振兴助力
乡村振兴。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助推乡村振兴

发展多胎羊养殖“羊”起致富风帆
加快民生项目建设 为幸福生活“加码”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天文、杨婷报
道：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因地制宜抓发
展，科学规划谋布局，大力发展肉驴特
色养殖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近日，笔者来到吉木萨尔县老台
乡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只见工人们
正在打扫驴舍，忙着给毛驴“加餐”，一
头头膘肥体壮的毛驴即将出栏。该合
作社负责人尚玉保一边忙着干活，一
边向周边来学习的农户分享着他的

“致富经”。
据了解，尚玉保从 2008 年开始养

驴，他家的驴已从最初的20余头发展到
现在的100多头。目前，尚玉保家的驴奶
每天供不应求，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养驴专家”。
尚玉保说：“我刚开始养驴时，由于

技术不够熟练，效益不太乐观，但通过

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养殖，现在效
益已经相当不错，目前一共养了100多
头驴、200 只羊和 500 头藏香猪。每天
驴的产奶量达 30 公斤—35 公斤，主要
销往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及周边县市，
每年收益50万元左右。”

毛驴浑身上下都是宝，驴肉味道鲜
美，驴皮可以制作阿胶，驴奶为高附加值
奶制品，收购价格稳定。

老台乡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以
来，毛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存栏160
余头驴，通过发展驴产业，尚玉保不仅自
己走上了致富路，还带动周围农户增收
致富，就近就业。

老台乡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
李子强说：“自从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成立以来，我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现在
一个月工资是 4500 元，能在家门口找
到这么好的工作真是不错，我很满意。”

小小西葫芦

成为致富“金葫芦”

老台乡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给毛驴“加餐”。 □杨天文摄

8月25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西上湖村，村民在收割青贮玉米。近年来，吉木萨尔县不断优化全县肉牛、肉羊饲草料结构，积极
探索农牧业产业发展新模式，助力全县农牧业提质增效。今年，吉木萨尔县累计种植饲草玉米23万亩。目前，各乡镇正在抢抓有利
时机进行收割，为牲畜准备越冬“口粮”。 □钟丽萍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杨婷报道：连
日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将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移风易俗
相结合开展理论宣讲。

宣讲志愿者通过进村入户、赶
集、文艺汇演、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用灵活的方式、接地气的语言、听得
懂的故事，结合身边案例向群众宣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乡村振
兴、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民政医保、
平安建设、防范诈骗、法律援助等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政策。同

时，志愿者还宣读了《吉木萨尔县移
风易俗倡议书》、演唱了老台乡移风
易俗原创歌曲《文明新风少年说》，号
召 大 家 摒 弃 旧 习 恶 习 ，树 立 文 明
新风。

近年来，老台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立足“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以道德模范、乡村能人、党员、
人大代表为主要宣讲成员，开展丰富
多样的宣讲活动，坚持用群众的话讲
理论、用身边的事说政策，将传统的农
村大集赶出了新内容、新气象。

开拓发展视野 建设美丽乡村

宣讲“赶大集”文明新风吹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报道：
从 8 月初开始，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三场槽子牧业新村一望无垠的草场
上，牧民们驾驶机械回来穿梭，忙着
收割、拉运牧草。牧民王新明告诉笔
者，今年他养了 100 只羊，家里的 70
亩草场可收割 10 吨牧草，牲畜越冬

“口粮”基本解决。
现在，牧草收割生产实现了全

程机械化作业，收割机、打捆机、转运
车等各种机械来回穿梭，一捆捆打包
好的草垛分布在草场上，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牧草机械化收割与人工
及畜力收割相比不仅可以提高生产
率，也能降低作业成本。以前人工割

草一人一天只能割一亩，现在一台割
草机一天能收割50多亩牧草，可为每
户牧民节省打草成本1.5万元。

北庭镇党委委员钟丽萍介绍，近年
来该镇通过实行轮牧、退牧还草等措
施，有效保护了草场的生态环境，实现
了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今年草场面积达
到8.3万亩。为帮助牧民顺利完成牧草
采收，北庭镇提前联系协调100多台各
类大型机械，确保牧草及时收割。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全县草场总
面积达750 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达
580万亩左右。草场水草丰美，得益于
近年来该县持续加大辖区内天然草
场功能区划分，实施科学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