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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坚守，只为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本报通讯员 朱文斌

香妃海棠远销东南亚 果农腰包鼓起来

引进小麦穴播技术 助力小麦增产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岳玉颖、毛福萍报
道：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余家宫
村的小麦地里，小麦精准播种机正在田
间来回穿梭。县、镇农技人员在地头向
种植户讲解小麦穴播技术的要点和注

意事项。
余家宫村种植户张哲元说：“听镇

上的农业技术员介绍，采用穴播技术种
小麦，既能省种子，又能抗倒伏，还提高
了小麦的产量。我今年计划采用小麦穴

播技术种植100多亩冬小麦，县上配备
了小麦精准播种机前来播种，希望明年
有个好收成。”

据了解，小麦穴播技术是指在土地
上挖一定深度的圆形孔，将种子和肥料

混合后放入孔中，覆盖土壤，形成圆形隆
起。这项技术与传统条播技术相比，能提
高种子的出苗率，增加小麦的抗倒伏能
力，还可以控制株间距，合理控制根系分
布，促进冠层形成，从而提高光能利用
率。同时，小麦穴播可以增加小麦有效分
蘖，一般可以达到7到8个有效分蘖，穗
粒数也会增加1-2粒，从而有效提高亩
均产量。

2023年，吉木萨尔县在庆阳湖乡首
次采用穴播技术种植了50亩小麦，每亩
用麦种约18-20公斤，与传统条播技术
相比节省了7-10公斤，产量也提高了不
少。今年，为了进一步推广小麦穴播技
术，县农业农村局利用项目资金采购了5
台小麦精准播种机分发给部分乡镇，计
划进一步扩大小麦穴播种植面积。

吉木萨尔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许强说：“我们将密切关注小麦穴
播后的生长情况，做好相关数据的收集
和分析，以便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高
小麦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加大对小麦
穴播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切实推动
小麦穴播技术在全县的广泛应用，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丁慧琴报
道：10月16日，“工会杯”玛纳斯县2024
年职工系列活动在玛纳斯县工人文化
宫开幕。

此次活动设有台球、乒乓球、羽毛
球、插花和职业形象设计五项活动，来自

玛纳斯县的30多个行政、企事业单位工
会和11个乡镇工会联合会的310名选手
参加。其中，台球比赛10月16日开赛，后
续每周举办一项赛事或活动。

据了解，玛纳斯县工人文化宫分为
A、B 两座建筑，规划了职工教育培训、

文化活动、体育健身及职工服务四大功
能区，内部设有劳模工匠展厅、职工技
能培训室、书法绘画摄影培训室、健身
房、工会驿站等20多个特色活动室，外
围配备了室外篮球场、气排球场、足球
场等，为职工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和运

动空间。
玛纳斯县总工会组宣办主任李翠

娟说：“我们将不断丰富职工活动的形
式和内容，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
职工精神文化需求，让工人文化宫成为
广大职工的学校和乐园。”

“在这里，您的目标是酿造全世界
最好的葡萄酒。”公司总经理用期待的
语气说道。“好！”弗莱德·诺里奥回答。

10月5日，站在玛纳斯县万亩酿酒
葡萄种植基地的田埂上，说起24年前的
这段对话，法国籍酿酒师弗莱德·诺里
奥的脸上，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日，在全国唯一的酿酒葡萄小产
区——玛纳斯酿酒葡萄小产区的核心
区，国籍首席酿酒师弗莱德·诺里奥和
技术团队的成员一起，穿行在一个个酿
酒葡萄架之间，仔细评估着每个地块葡
萄的成熟度，以确定最佳采收日期。

“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不光要
种好，还要采收好，适宜的采收时间极
其重要，采摘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对葡
萄酒的风味产生很大影响。”弗莱德·诺
里奥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

经过长达 6 个月的生长，玛纳斯酿
酒葡萄小产区的葡萄迎来采摘季。放
眼望去，连绵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望不
到边，一排排酿酒葡萄藤架整齐排列。
藤架上，一串串葡萄正按照人们期望的
模样生长。最终，它们会在时光的沉淀
中，变为一杯风味上乘的佳酿。

按照弗莱德·诺里奥确定的采收
日期，葡萄种植户们手拿小剪刀，小心
翼翼地将一串串葡萄剪下，放入采收
箱中。紧接着，这些采摘好的葡萄被
运进生产车间，经过去梗、剥粒、压榨
等环节的初加工后，便被送入发酵桶
中进行发酵，再灌入橡木桶储存。之
后，静静等待岁月的沉淀，开始它们华
丽的蜕变之旅。

北纬44°，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

金纬度线。这条纬度线将天山北麓、法
国波尔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串联在
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黄金级酿酒葡萄
产地，而玛纳斯县正处于天山北麓酿酒
葡萄产地的核心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玛纳斯县引入
龙头企业发展葡萄酒产业。2000年的
夏天，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弗莱德·诺
里奥入职玛纳斯县这家葡萄酒龙头企
业。

弗莱德·诺里奥说，玛纳斯酿酒葡
萄产区的自然生态优势是大自然的天
赐。天山北麓的自然生态、绵延开阔的
耕作土地、天山雪水灌溉，加上干燥的
气候和充沛的光照，使这里具备了酿造
优质葡萄酒的独特潜力。而这一切，都
俘获了他的想象力。

从法国风景如画的卢瓦尔河谷到
辽阔多姿的新疆，从一串品质上乘的葡
萄果实再到一杯足以与世界最佳葡萄
酒相媲美的中国葡萄酒，一个“好”字，
一句最简单的承诺，让弗莱德·诺里奥
坚守了24年。

在新疆的天山脚下，弗莱德·诺里
奥扎下了根。他一边努力学习中文，一
边全身心投入到种优质葡萄、酿优质葡
萄酒的全过程中。弗莱德·诺里奥说，
从一串葡萄果实到一杯风味绝佳的上
乘好酒，其间需要经历对葡萄酒风味品
质的极致发掘和精准固化。

“葡萄采收季，从葡萄适时采摘到
加工、装罐、发酵，不容有丝毫的马虎。
有些工作需要持续进行，我就‘白+黑’
工作，有时候就睡在车间里。”弗莱德·
诺里奥笑着说，这样对每一个细节的把

控，只为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在弗莱德·诺里奥和团队的持续努

力下，中信尼雅葡萄酒的品质不断提
升，逐渐在国内外市场上崭露头角。弗
莱德·诺里奥说，如今在法国，中国新疆
葡萄酒已成为餐桌上的新宠，其独特的
口感深受饮者的喜爱。2017年，玛纳斯
县获颁中国首个酿酒葡萄小产区证书，
它象征着中国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
酿造的殿堂级品质。

截至目前，在弗莱德·诺里奥与团
队的持续努力下，中信尼雅葡萄酒在国
内外葡萄酒赛事中，已经赢得了300多
项荣誉，包括 240 枚大金奖、金奖和银
奖，也让世界领略到了产自新疆的好葡
萄酒的独特风味。

2010 年，弗莱德·诺里奥荣获中国
政府友谊奖，以表彰他为推动中西文化
交流、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所作出
的杰出贡献。

在新疆，弗莱德·诺里奥不仅酿出
了葡萄美酒，也“酿”出了幸福生活。

今年58岁的他，多年前与一位新疆
姑娘组建了幸福的家庭，现在他们已经
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这份跨越国界
的情感纽带，让他更加珍惜在新疆的每
一天。“我的根在法国，也在新疆，我愿
意成为其中的一座桥梁。”弗莱德·诺里
奥说，每一瓶经他手精心酿造的葡萄
酒，都承载着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深厚
情感，希望它们像跨越时空的信使，向
世界传递新疆的魅力与芬芳。

10月5日，法国酿酒师弗莱德·诺里奥在察看酿酒葡萄酒的成熟情况。
□朱文斌摄

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工人文化宫变成学校和乐园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报道：近
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建昌保鲜专业合
作社种植的香妃海棠果首次打通海外
市场，销往东南亚，香飘海内外。

10 月 12 日，在玛纳斯县包家店
镇建昌保鲜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
对海棠果进行分类选品。大家熟练地
分拣海棠果，之后进行装箱、打包，运
往乌鲁木齐市物流集散中心。下一
步，这些海棠果将通过全程冷链被运
往福建港口，并从那里出海被运往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玛纳斯县包家
店镇建昌保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
建昌说：“每个果子我们都精心挑选，
争取把这一单生意做好，为明年的合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建昌

保鲜专业合作社按照国家绿色食品
要求种植香妃海棠果，通过了绿色食
品认证，并采取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减少病虫害发生，加强科学水肥管理
等措施，有效提高香妃海棠果品质，
使每一颗香妃海棠果品相佳、口感
好，达到出口的标准。

香妃海棠果出口海外不仅帮助
合作社解决了库存问题，同时也增加
了合作社社员的收入。合作社种植户
郭海勤说：“今年果子大丰收，品质也
好，现在又出口到马来西亚和印度
尼西亚，我们的收入将不断增加。”

“我们通过抖音直播带货，扩大
了知名度，进出口公司通过抖音平台
直接找到我们合作社，订购了我们70
吨货。”姜建昌说。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为群众普及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丁慧琴
报道：10月12日，玛纳斯县应急管理
局举行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为群众普
及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相关知识，增
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
传展板、悬挂横幅、设立群众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
传灾害预警防范、地震避险、火灾预
防、逃生自救等防灾减灾知识，并通
过防灾减灾知识问答、发放宣传小礼

品等方式，吸引群众积极参与。
玛纳斯县居民传时会说：“今天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许多防灾减
灾相关知识，我要把这些知识运用到
日常生活中，做好灾害防范和应对。”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安
全意识，提高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玛纳斯县应急管理局干部刘志博说：

“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科普宣传活动，为群众普及避灾自救
技能，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0月12日，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建昌保鲜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分拣香
妃海棠果。 □胡伟杰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天文、钟丽萍报
道：眼下正是大白菜的收获季，吉木萨尔
县北庭镇440亩白菜喜获丰收。

近日，笔者走进北庭镇西上湖村连
片种植的大白菜地里看到，大白菜颗颗
饱满、翠绿鲜嫩，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

“今年冬小麦收完以后，我们种了7
亩秋白菜，这个品种的大白菜生长周期
短，成熟早，我们管理得也好，一亩地能
收获大白菜7吨左右，总体收入还不错，
明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西上湖村村民潘雪梅开心地说。

北庭镇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按
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多元发展”的

思路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多元投
入、产业特色高效”的原则，大力发展白
菜、辣椒、制种西瓜等特色种植业，逐步
形成了“一村一品”“多村一品”产业发
展格局，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带
动了周边农户通过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北庭镇共种植白菜、油葵、
萝卜等农作物 1000 余亩，通过复播农
作物，不仅增强了土地的利用率，还提
高了农户的种植收入。我们将继续探索
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引导更多农民参与特色产业发展走
上致富路。同时，在抓产业促发展上下
功夫，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吉木萨
尔县北庭镇党委委员钟丽萍说。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
引导农民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

精心打造特色农产品，开创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
局面。

发展特色种植业 拓宽群众致富路

吉木萨尔县北庭镇西上湖村，白菜种植户正在将白菜装车。 □杨天文摄

10月18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余家宫村，种植户采用小麦精准播种机播种冬小麦。 □毛福萍摄

开展秋季巡林行动 营造美好生态环境

“菌菜轮作”好处多 一地双用促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巨佳辉报道：近
日，笔者走进吉木萨尔县大有镇九龙
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蔬菜大棚内，
一排排翠绿的芹菜和油麦菜映入眼
帘。而在几个月前，这里种植的还是
羊肚菌，如今却成了反季节蔬菜。

“传统的单一种植模式不仅土地
利用率低，还容易导致土壤病虫害的
累积和土壤质量的下降。为了破解这
一难题，公司决定尝试‘菌菜轮作’的
种植模式，4月至10月种芹菜、香菜、
茼蒿等蔬菜，10月至次年4月种羊肚
菌，增加土地产值。”九龙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员宋向国说，实践证
明，蔬菜种植能有效防治对羊肚菌有
害的病菌，羊肚菌种植又调节了土壤
肥力，实现一地双用两不误。

为了保障“菌菜轮作”模式的顺
利实施，取得更好的效果，吉木萨尔
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
生产指导和技术服务。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已利用设
施农业大棚近1000座，其中种植羊肚
菌等高档食用菌500余座，用于育苗
生产的有300座，种植蓝莓、杏李、普
罗旺斯西红柿等高档水果近200座。

本报讯 通讯员恩卡尔·赛力克
报道：为了深入践行“林长制”，确保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连日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开展秋季
常态化巡林行动，全力守护辖区的绿
水青山。

在巡林行动中，巡林人员通过沿
路巡防、实地查看等方式，重点巡查
是否存在非法砍伐、侵占林地等破坏
森林资源行为，树木是否发生病虫害
等情况。同时，巡林人员还通过发放
宣传手册、积极转发警示视频等形
式，向村民讲解防火知识，切实增强

村民生态环保、森林防火意识。
据统计，自秋季巡林行动启动以

来，北庭镇、村两级共开展巡林行动
67场次，其中护林员巡林40人次，村
级林长巡林25人次，镇级林长巡林2
人次，发放森林防火等宣传资料 500
余份。

北庭镇副镇长候洪江说：“我们
将持续推动‘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
进一步强化巡林队伍建设，加大对林
地资源保护的投入力度，持续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美丽、
和谐、宜居的生态环境。”

10月11日，为切实增强青少年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他们的灾害风险防范应
对能力，吉木萨尔县老台乡组织安全生产工作人员走进老台乡小学开展防灾减
灾知识宣传活动。图为同学们在观看地震逃生动画视频。 □杨 婷摄

24年前，弗莱德·诺里奥来到玛纳斯县，成为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酿酒师。在他和团队的持续努力下，中
信尼雅葡萄酒在国内外葡萄酒赛事中赢得了300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