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纳斯县：以绿为笔 绘就美丽
□本报通讯员 朱文斌

70年风雨兼程，70年初心如磐。从农业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到工业经济的蓬勃兴起；从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到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在昌吉州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玛纳斯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砥
砺前行，共同绘就了一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民族团结坚如磐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的壮丽画卷。

经过70年的不懈奋斗，玛纳斯县域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
玛纳斯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9.5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840元、32484元，
较成立之初增长了上千倍。

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从传统农业走向绿色现代化

从基础薄弱迈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初秋时节，在玛纳斯国家湿
地公园天鹅缘景区，羽毛发灰的
幼年大天鹅跟着妈妈在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
添了不少生趣。

“大天鹅连续两年在玛纳斯
国家湿地公园繁殖，确实是一个
奇迹。”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鸟类学
会副理事长马鸣说，大天鹅对栖
息环境、植被、食物、水质等有很
高的要求。今年大天鹅再次在玛
纳斯湿地筑巢孵化，表明玛纳斯
河流域湿地野生动植物多样性
保护取得实效。

站在气势恢宏的石玛大桥
上俯瞰河两岸，绿树成荫，秋水
宜人，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水自
然画卷。傍晚时分，石玛两地居
民三五成群漫步河滨，享受玛纳
斯河带来的静谧和美好。“现在
的玛纳斯河，水清岸绿，环境非
常优美，空气也很清新，给大家
增 添 了 一 处 休 闲 娱 乐 的 好 地
方。”正在玛纳斯河景观带木栈
道上散步的玛纳斯镇居民张萍
不禁感叹道。

为保护好这条母亲河，从
2019年开始，玛纳斯县累计投入
5 亿元，加快推进玛纳斯河流域
上下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将废弃砂坑和低洼
场地改造成生态湿地，用废料高
坡建成绿岛景观，对沿岸戈壁石
滩进行生态修复，将昔日砂石遍
地、乱象丛生的玛纳斯河沿线，
打造成为一条集展示形象、娱乐
健身、休闲科普为一体的湿地生
态绿带。

行走在玛纳斯县城中，500

米一游园，1000 米一公园，令人
呼吸畅快、心情自在。玛纳斯县
积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并大力
推进景观提升、公园拓展、道路
优化及广场建设等惠民举措，致
力于构建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成功实现了‘城在绿中，园在城
中，人在景中’的美好愿景。玛纳
斯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经 达 到
20.41%，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5.6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02 平方米，成功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并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

从玛纳斯县城出发，往北有
湿地丹霞、胡杨草原，往南有雪
山松林、戈壁沙漠，大美新疆的
风光尽收小城。党的十八大以
来，玛纳斯县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以乡村振兴为重
要抓手，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切
实提高发展的“含绿量”和生态
的“含金量”。走进玛纳斯县清水
河乡红坑村，这里早已褪去了昔
日破旧的模样，一间间土坯房变
成了宽敞明亮的农家乐，家门口
也成了旅游景区，不仅路通了，
水通了，老百姓的增收渠道也打
通了。

此外，玛纳斯县积极与专家
团队开展深度合作与交流，将葡
萄酒文化、碧玉文化、生态文化、
乡村文化、文化交流、招商引资
及民俗文化等多元元素深度融
入旅游产业，推动了玛纳斯县文
旅产业的融合发展。2023 年，全
县接待游客达到 33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8 亿元，同比增长
19.6%、26.1%。

“ 只 需 3 秒 就 能 打 开 电 动
阀，将水肥精准送达植株根部，
又快又方便，再也不用穿胶靴、
扛铁锹去浇水了。”根据大数据
平台信息，玛纳斯县兰州湾镇下
桥子村村民叶德清站在地头，用

“慧凤收”手机 APP 发出灌溉指
令，一个人就能轻松完成 500 亩
棉田的灌溉任务，这在过去想都
不敢想。

8 月中旬，玛纳斯县的 72 万
亩棉花正值盛铃初絮期，这一关
键阶段对于棉花最终产量的形
成至关重要。今年，玛纳斯县建
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农田动态
监测管理应用体系，通过搭建智
慧化农业管理服务平台，借助高
标准农田项目实施，结合先进的
网络通信、自动控制及软件技

术，将田间的环境数据采集、上
传至大数据平台，指导农户科学
种植，实现农业高产优质高效。

“我们合作社播种棉花 4.8
万亩，只需 50 人管理，从种到收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看着长势
喜人的万亩棉田，玛纳斯县乐
升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涛
显得非常高兴，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这两年，合作社已购置
价值近千万元的农用机械 20 多
台（套），包括北斗卫星导航、智
能灌溉、无人机植保作业等多
项数字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广泛
应用。去年，该合作社棉田亩均
节水 30 立方米，节省人工 70%
以上，肥料利用率显著提高，亩
均增产 20 公斤左右，亩均增收
200 元以上。

“以前我们用煤做饭取暖烟
熏火燎的，现在用上了天然气，
干净又方便，还省事。”8月8日，
玛纳斯县包家店镇柴场村村民
木希尔·条了根家通上了天然
气，这让他家的日常生活更加便
捷与环保。

去年，在国家惠民政策的帮
助下，木希尔·条了根家盖起120
平方米的抗震房，换了新家具家
电。今年年初，在县乡人大代表
的票决下，玛纳斯县启动实施了
10件重点民生工程，这些项目紧
密围绕老人儿童关怀、农业增效
升级、教育品质提升以及老旧小
区改造等多个民生领域，总投资
8.01亿元，其中包括城镇及乡村
天然气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等 24 个子
项目。很快，村里来了施工队，天
然气管道和污水处理管道直接
铺到了家门口，每家每户还在院
子里种上了蔬菜瓜果，村民的日
子越过越美。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玛纳斯县
把改善农村环境作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着力聚焦
乡村发展的短板和不足，大力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同时倡导农民
自家园自己建，动员村民全员参
与整治，使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玛纳
斯县大力建设美丽乡村的生态
民宿和农家乐。农村人居环境的
变化叠加美丽的自然，不是江南

胜似江南。乡村旅游越来越旺，
乡村振兴的目标渐行渐近，极大
地提升了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2018年，玛纳斯县乐土驿镇
通过深入挖掘驿站文化品牌价
值，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探索出涵盖农耕、驿站、市井等
文化体系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通
过深入谋划“一村一品”“一村一
业”，成立农业、物业、商贸、物
流、旅游五大发展公司，并依托
乡村振兴项目，培育花砖预制
厂、鲜食玉米厂、滴灌带生产线、
预制板生产线。2023 年，全镇 9
个村集体收入为4400余万元，2
个行政村跃入“千万元村”。“逐
步形成了资源配置从“分散”到

“聚合”，产业组织从“单打独斗”
到“抱团发展”，利益分配由“一
方独享”到“多方共赢”的小产业
集群。”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党委
书记马欢说。

未来，玛纳斯县将进一步
深入实施“生态立县、产业强
县、旅游兴县、开放活县”发展
战略，着力推进新能源、煤化
工、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
全域旅游、商贸物流六项重点
产业，打响中国碧玉之都、中国
葡萄酒之都、国家湿地公园、国
家森林公园“四张名片”，全力
争创全国文明县城、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自
治区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发
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本版图片由玛纳斯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如今，在玛纳斯县，小麦、棉
花、玉米等农作物基础数据资源
采集和汇聚体系基本建成，天空
地一体化农业监测网络和重要
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稳
步推进，数字农业服务体系得到
不断深化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
更加精准高效。并且，继去年建
设 40 万亩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之
后，今年玛纳斯县计划新建数字
农业示范田20万亩以上。预计到
2026 年，该县将建成百万亩“数
字农田”。

玛纳斯县自然资源丰富，
拥有耕地 125 万亩、天然草场
340 万亩和林地 475 万亩，被誉
为“中国优质棉花之乡”“优质
酿酒葡萄之乡”“全国制种玉米
大县”。立足数字农业发展优
势，按照“延伸产业链、贯通供
应链、提升价值链”的思路，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方
式，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将棉

花、葡萄、番茄、玉米、羊肉等农
副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实现农
产品多重转化增值，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目前，玛
纳斯县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38
家，规范运行的合作社 188 家，
并建成全疆最大的数字农业智
能装备产业园。

玛纳斯县先后荣获全国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业科技
现代化先行县、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县、成功入选国家创新
型县市、荣获第二批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县。“数字技术已成为驱
动农业现代化的‘尖兵利器’，也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强劲的

‘数字引擎’。我们将积极探索实
践数字农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和
方式，为全疆数字农业发展作好
示范，争创全国数字农业示范
县，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数字农
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和实惠。”玛
纳斯县委书记刘强说。

在玛纳斯县兰州湾镇锦水湾村的番茄田里，番茄采收机在田间采收番茄。

位于玛纳斯县的新疆数字农业智能装备产业园。

玛纳斯县葡萄酒公园。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美景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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