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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在
呼图壁县大丰镇祁家湖村棉花地深处，
隐匿着几方水塘。这儿便是养殖户赵光
梅的螃蟹养殖基地。

“把这些装 10 兜，顾客一会儿来
拿。”挂断电话，赵光梅左手画圈指着刚
刚打捞的螃蟹对着工人说，右手将手机
揣进裤兜，随即蹲下身子，麻利地戴上
手套，套好网兜，认真挑选螃蟹，将螃蟹
装入网兜，整套动作熟练麻利。与此同
时，她忙不迭地招呼着记者，面露倦意
却满是热情。

赵光梅介绍，从 9 月 1 日螃蟹上市
以来，她愈发忙碌，常常累得双腿发软，
小腿肚子颤抖，甚至连喝口水的时间都
没有，有时忙得一天吃两顿饭都是幸
事。虽然忙碌劳累，但她依然笑容满面
难掩丰收的喜悦，她说：“螃蟹根本不愁
卖，我还嫌自己养得太少了呢。”

嫌自己螃蟹养得少的赵光梅，如今
已将养蟹规模从十几年前的几十亩扩
大到 2400 亩，成了远近闻名的螃蟹养
殖大户。

赵光梅原来在玛纳斯县从事餐饮
生意，收益却不尽如人意。在母亲的劝
说下，她接过了父亲水产养殖的“接力
棒”。

三十出头的“渔二代”，怀揣着梦想
与憧憬，萌生出另辟蹊径的想法。“父辈
养鱼虾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不了几个
钱，竞争越来越激烈，我要养就养些不
一样的。”赵光梅说。

在水产圈经过多方打听，她发现周
边没有人养殖螃蟹，新疆的螃蟹市场几
乎处于空白，而市场需求量却极大，利
润也相当可观。

2010年，赵光梅和弟弟顺着打听来
的消息，远赴辽宁省盘锦市。归来时，姐
弟俩空运回了3箱80公斤蟹苗，开启了
她的养蟹事业。

令她感到惊喜的是，这几千只蟹苗
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长势良好。待到
丰收之时，每只螃蟹有小碗碗口大，3只
就有一公斤重。初次试养的成功，不仅
让赵光梅充满了信心，更赋予了她大胆
尝 试 的 勇 气 ，促 使 她 决 定 扩 大 养 殖
规模。

赵光梅和弟弟当即承包了玛纳斯
县新湖坪水库50多亩水域。而此前，这
片水域有个江苏人养螃蟹，但连续两年
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别人失败了，但是
我觉得我能行。我对这里的水情比较了
解。”从小就跟在父亲身后抓鱼摸虾的
赵光梅，对螃蟹养殖充满信心。

修塘、购蟹苗、买饲料……投入了
20多万元。赵光梅照顾螃蟹就像照顾自
己的孩子一样，一年到头八九个月都住
在预制板房，从早忙到晚，夜夜打着手
电筒巡塘……这次赵光梅再次获得了
成功，螃蟹长得又肥又大。

在新疆这片远离海洋的地方，养殖
螃蟹还是一件新鲜事。两次的成功养

殖，让赵光梅心中致富的希望之火愈燃
愈烈。

由于周边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对
象，赵光梅只能自己不断摸索。她听蟹
苗户说，母蟹价值高，但盘锦的母蟹个
头长不大；长江水系的阳澄湖螃蟹个头
大、售价高，深受消费者喜欢。在第二次
养殖的螃蟹卖得差不多时，赵光梅便着
手打听阳澄湖螃蟹。为此，她不惜成本
从阳澄湖引进了一批蟹苗，平均每公斤
成本196元，价格是盘锦蟹苗的六七倍。

赵光梅干劲十足，一心想着致富，
却忽略了气候这一关键因素对螃蟹养
殖的影响。

按照螃蟹的生长周期，阳澄湖螃蟹
10月中旬上市，而此时新疆的气候已然
转冷，螃蟹还未完全成熟，新蜕壳的螃
蟹壳还是软的。晚熟的阳澄湖螃蟹遭遇
新疆的寒冷气候，更遭遇了市场的“寒
冬”——“软壳蟹就像没熟的青苹果，青
涩难吃，5元一公斤都没人要，40多万元
血本无归。”赵光梅说。

这次失败如同重锤敲疼了赵光梅，
让她深刻认识到学习养殖知识是何等
的重要。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通过互联
网结识了江苏省的一位水产养殖专家，
从此经常虚心向专家请教。为了巩固养
殖知识，她还通过书籍、网络不断学习。

“以前碰到螃蟹蜕壳、病死，我就慌
神儿，吃不下喝不下。晚上巡塘看到螃
蟹爬岸，我像赶鸡赶鸭那样轰赶着螃蟹
回塘，或者一个个捡起来扔回塘里……
经常大半夜给老师打电话咨询情况，心
里没底。”赵光梅说，如今她摸着了门
道，能够根据螃蟹的爬行姿态准确判断
出问题原因，并对此开出“药方”给予

“诊治”。
第四次，赵光梅吸取教训，总结经

验，又一次养殖盘锦螃蟹，养殖事业逐
渐步入正轨。如今，她在玛纳斯县的养
殖规模为800亩，在呼图壁县的养殖规
模 也 从 2019 年 的 500 亩 扩 大 到 了
1600亩。

养殖规模扩大，订单如雪花般纷纷
飞来。赵光梅养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
黄油多，味道鲜甜。再加上，她的螃蟹比
长江水系的螃蟹早一个月左右上市，8
月就有人打电话预订螃蟹。慢慢地，赵
光梅成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好蟹赵”
品牌，客户遍布疆内外。有了冷链配送
物流的“神助攻”，疆内客户隔天就能将
螃蟹端上餐桌，疆外客户36小时之内也
能吃到新疆的螃蟹。

一路走来，赵光梅用实际行动实现
了当年“养些不一样的”想法。她凭借着
大胆尝试与不断学习，走出了一条独属
于自己的螃蟹养殖之路。在前行的路
上，她如同父辈那般靠着脚踏实地、辛
勤耕耘的韧劲，向水域虔诚地讨取生活
的馈赠。目前，赵光梅两个螃蟹养殖基
地，年产量 20 吨左右，年收入超过百
万元。

“刚开始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崩溃
无助到失声痛哭，但我从来没有退缩
过。”看着一只只鲜活肥美的青黑色螃
蟹被装入白色网兜中，赵光梅由衷地笑
着说，“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有自己
热爱的事儿可做，而且干得还不错，幸
福感满满。”

本报讯 通讯员阿娅克吾孜·白
依力汗、娜娜·阿尔达克报道：近日，
昌吉州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阜康
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在阜康市博峰
街道为民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创业沙
龙，活动以“共享创业经验 共铸创业
梦想”为主题，吸引了50余名优秀创
业者和有意创业者参与。

活动中，3 名创业者分享了他们

创业成功的经历和成果，1 名创业者
现场展示了创业成果。活动还邀请国
家级知名创业导师现场授课，创业者
与创业导师沟通交流，解决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

创业沙龙的举办为返乡创业者
搭建了创业资源交流平台，促进创业
者之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不断激发
创业活力和创新潜能。

本报讯 通讯员王敏、吴静报
道：9月27日，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
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孙旭来昌吉州作国防教育科普报告。
此次专家科普报告会由昌吉州科学技
术协会、昌吉州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主
办，昌吉州党委党校、新疆农业职业
技术大学和昌吉市第一中学承办。

孙旭先后来到昌吉州党委党校、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和昌吉市第
一中学，为培训班学员、高校学生和
青少年分别作了题为“学习新思想
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思考”和“中国梦
强国梦 我的梦”专题报告。

报告会中，孙旭帮助学员准确理
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教育广大
学员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前所未
有的挑战和机遇面前，求新知、开新
局。此次授课内容立意高远、内涵深
刻，旁征博引、论述精辟，既充满理性
智慧，又饱含家国情怀。昌吉州党委
党校学员张磊说：“听了孙教授的精
彩报告，既学习了科学知识，又增强
了爱国情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
足岗位实际，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贡献力量。”

在昌吉市第一中学，孙旭以深刻
的史实、珍贵的图片和诗文的引入，让
与会师生对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识。昌吉市第一中学学生
丁子轩说：“孙教授的讲座让我深刻认
识到中国梦、强国梦与个人梦想的紧
密联系，我要努力学习，为梦想拼搏。”

本报讯 通讯员李胜报道：9 月
26 日至 27 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一级巡视员罗福永一行来我州调研
指导工作。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期
间，调研组深入新疆行路智驾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
司、准东能源馆、准东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现状及新产品研发情况，并围绕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产学研联合创新、人
才培养、联合技术攻关等问题进行深
入交流。

在奇台县调研期间，调研组实地

了解新疆天文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
射电望远镜项目、新疆丰驿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奇台县腰站子小麦博物馆
等，并就科普教育基地打造及“科普+
旅游+研学体验”融合等情况进行深入
交流；调研组还了解了有机面粉、手工
挂面、油料压榨的生产过程。

调研组要求，昌吉州科协要进一
步明确工作方向，创新工作方法，高
标准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切实履行
好“四服务”职责，更好团结引领科技
工作者，积极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重
要作用，为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丁金鹏报道：近
日，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昌吉州老科
技工作者协会邀请中国科学院科普报
告团成员、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成
员、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高级
工程师孙莹教授，分别在昌吉学院和昌

吉州第五中学开展了以“奋斗·梦想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为主题的
科普讲座，600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讲座以“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事迹
为切入点，引用大量生动的史实、详实
的数据，通过有奖问答的互动形式，讲

述了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和中国科
技迅速崛起的过程，将钱学森、林俊德、
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伟大成就与爱
国主义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青少年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生力军和主力军。昌吉州科学技术协

会、昌吉州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将充分发
挥学（协）会组织力量和人才优势，聚焦
青少年成长成才需要，加大专家学者进
校园开展科普讲座力度，激励青少年坚
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时代
重任。

螃蟹养殖户赵光梅

在新疆敢于吃“螃蟹饭”的“渔二代”
□本报记者 岳文玲 通讯员 刘玉洁

昌吉州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举办创业沙龙 共享创业经验

阜康市

开展“企业开放日”活动 搭建青年就业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王筱庆、依克拉

木·海力江报道：近日，阜康市公共就
业服务中心组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前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
青年就业见习基地“企业开放日”活
动，全市各乡镇（社区）就业专干、2024
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43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实地观摩了其亚新
疆集团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各企业
工作人员对企业发展、企业文化、薪
资待遇和技能人才培养等情况进行
细致讲解。同时，阜康市公共就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宣传了就业见习、求
职创业、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等相关
政策。

阜康市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杜思
韩说：“‘企业开放日’活动为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近距离了解了企业
岗位情况，感受了企业的工作环境与
文化。”

阜康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继
续积极推进就业见习工作，搭建见习
求职平台，帮助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及青年群体积累经验，提升综合素质
和职业能力。阜康市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办公室主任李波说：“我们携手企
业开展‘企业开放日’活动，旨在搭建
就业见习及求职平台，让大家了解企
业，掌握就业见习政策，积累工作经
验，提升就业能力。”

8月15日，赵光梅和工人一起把从其他水塘打捞的螃蟹放至育肥塘育肥。
□本报记者 岳文玲摄

吉木萨尔县

首届网络直播大赛 挖掘本土电商人才
本报讯 通讯员张雅蓉报道：为

进一步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
活，发挥网络达人优势，提升电商直
播企业运营能力，9月29日，吉木萨尔
县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迎国庆 助农‘新’行动”首届网
络直播大赛。

此次大赛共有40余人参与报名，
经过资格审查、初赛，最终14 人晋级
决赛。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

比赛中，参赛选手分别在吉木萨
尔县的“北庭之窗”“庭州湾小镇”、北
庭园、天地园等地标性点位及网红打

卡点，直播带货吉木萨尔县精选产品
和特色好物。参赛选手通过独特的直播
风格和技巧，将产品展现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现场评委及网民的广泛认可。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网络主播作
为公众人物，要牢记社会责任，主动
引导用户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合理
消费，共建文明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
环境。

吉木萨尔县将以此次大赛为契
机，深度挖掘一批“懂流量、敢创新、
能带货、会直播”的本土电商直播人
才，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为吉木
萨尔县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

昌吉州科协：开展科普讲座 弘扬科学家精神

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专家来昌作科普报告

自治区科协在昌吉州调研

昌吉州科协组织召开科技辅导员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王敏报道：近
日，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召开

“科学普及 与时俱进”科技辅导员座
谈会，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昌吉州
教育局主要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州
各中小学校的 30 名科技辅导员代表
参加了座谈。

会上，全州各中小学校的科技辅
导员交流了本校科技教育工作现状和
本人工作经验，梳理了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并围绕科技辅导员能力提升、科
普教育资源扩充及科技教育活动开展
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与会科技辅导员纷纷表示，在今
后工作中要进一步树牢责任意识，履
行科技辅导员职责，加强理论学习，提
升教学实践能力，积极挖掘本校在科
技教育方面的特色优势，以形式多样
的青少年科技活动激发学生的科学兴
趣，传播科技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

吉木萨尔县

气象科普进校园 科学种子入心田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报道：9 月
24 日，在吉木萨尔县第一中学，新疆气
象学会、吉木萨尔县气象局等单位，通
过气象科普讲座、气象知识竞赛、气象
设备展示等，为学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气象科普活动。
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

气象工作人员以寓教于乐的气象科普讲
座，向学生讲解了气象基础知识、如何利
用气象灾害预警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等内

容。师生通过“看、听、答”的方式，体验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气象科普探索之旅。

吉木萨尔县第一中学校园内还放
置了气象现代化装备、展板、宣传标语、
科技大篷车等。学生通过听科普宣传，

触摸体验先进的设备模型，近距离感受
了气象科学的奥秘。整个科普宣传活动
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充满科普性和趣
味性，激发了学生了解气象科普知识、
探究气象科学的热情。

9月24日，学生佩戴VR设备，体验科学魅力。 □周静静摄

9月24日，气象科普志愿者向学生讲解气象设备，科普
气象学知识。 □周静静摄

9月24日，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
□周静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