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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姚金平、王
惠报道：近日，在昌吉市三屯河灌区9.6
公里站附近，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渠道分
水闸和节制闸改造。该段渠道于 9 月 1
日动工兴建，随后进行了闸门基础开
挖、混凝土浇筑等环节，同时还将配套
更换水情监测系统。

“工程完工后，将更有效地进行水
流监测与下游水量远程控制，为下游农
田灌溉提供科学用水数据支撑。”昌吉

市2024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技术
员杜新云说。

同时，在昌吉市三屯河灌区21公里
站三岔口渠道处，改造后的125米渠道
笔直整齐，面貌焕然一新，该段渠道于8
月下旬完成了施工任务，进一步提高了
运行安全系数和测流精准性。“改造完
成的渠道宽度为1米×1米，流量为0.8
立方米每秒，大大提高了通水效率。”昌
吉市2024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副

经理冯小君告诉笔者，“改造完成后，渠
道升流问题得到解决，流量测量更加准
确科学。”

昌吉市 2024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项目总投资270万元，其中80%为中央
资金，20%为地方配套资金，项目于8月
23 日开工建设，内容为三屯河东干、西
干渠道维修养护改造；对军民渠等 7 处
计量点断面改造、更换一体化闸门3孔；
对灌区现有水情监控和视频监控设施

进行维修更换。
“该项目 10 月底完工投入使用后，

可有效促进灌区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
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灌区精准计量、
调配、数字化远程测控功能；满足昌吉
市水资源信息化管理应用需求，不断巩
固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助力乡
村振兴。”昌吉市水利管理站工程科工
程师田林昌说。

初秋古城，微风轻拂。沿着奇台县
解放东街往前走，路旁浓荫匝地的大树
掩映着楼群，奇台县第一中学坐落其
中。岁月淘洗给这所百年老校“镶嵌”了
一层时光滤镜，隐约闪现着一代又一代
莘莘学子的青春之光。

作为昌吉州最古老的中学，奇台县
第一中学的历史，要追溯到清代光绪年
间。那时，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时代背
景下，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奇台人民
得风气之先。

时任清政府奇台县令的陈宪明奉
命筹办新式学堂，1900年，在县城东南
角修建文昌宫，招募教习和生员，免费
开班授课，通过宣教儒道文化、兴文化
德、尊老孝亲。奇台县第一中学由此开
始了艰难曲折而光辉灿烂的百年办学
历程。

与时代同发展、共命运，奇台县第
一中学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

据史料记载，1935 年，具有秘密共
产党员身份的王宝乾被国民政府任命
为奇台县县长，在他任职期间，停办旧
式教育，成立民教馆，大力倡导新思想，
学习新科学，推行男女同校同班，读书
求学蔚然成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民教馆组建抗日反帝爱国义捐队，
募捐钱物，支援抗日，激发各族群众的
爱国热情。

走进校园，一尊毛主席雕像迎门而
立，主席像下的台基上刻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2003年，邵华将军来校参观
时，校方请求邵将军为学校题词，她将

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赠送于奇台县一中。校领导研究后，
将毛主席塑像立于学校中心广场位置，
毛主席塑像成为学校的精神象征。”奇
台县第一中学历史老师潘小云说。

站在校园内，环视四周，仍旧能感受
到历史文脉的跳动。孔子像旁的3块大石
上雕刻着“勤奋”“智慧”“成功”字样，是
文昌宫旧址。葱茏静谧的古树，更是奇台
县第一中学百年历史的生动见证。

一叶知世界，一物窥时代。沿着一
条小径，走进一座教学楼，推开校史馆
大门，一段段文字、一幅幅照片、一件件
实物，如古老钥匙般打开一扇扇尘封的
历史大门。

1950年初，奇台县向迪化（乌鲁木齐
的旧称）专员公署申请，筹建奇台中学。

1951 年 9 月 28 日，孔子诞辰纪念
日，新疆奇台初级中学举行了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开学典礼，103名来自奇台、木
垒、吉木萨尔、阜康的小学毕业生来此
追逐求学梦想。

1956 年新疆奇台初级中学改名为
奇台中学，到1957年奇台中学已成规模
化办学。

上世纪50年代末，一批来自清华、北
大、人大、川大等高校的毕业生来到了新
疆奇台初级中学任教，当时的师资力量堪
称国内一流。1958年，奇台中学在昌吉州
率先办高中，升格为完全中学，并被率先
命名为昌吉州重点中学。1961年，奇台中
学第一届高中生毕业，在升学考试中成绩
名列首府以外地区的第二，被自治区教育

厅再次命名为昌吉州重点中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奇台县第

一中学进入发展的春天。1980 年，奇台
县第一中学高考升学率居昌吉州之首，
全疆前列。1981年被自治区教育厅确定
为全区13所重点中学之一。

1998年，奇台县第一中学组成以赵
贤林校长为首的校领导班子，学校走上了
集团化发展阶段，办学规模迅猛扩大，教
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社会声名鹊起。

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发展荣光。
2000年以来，奇台县第一中学先后被授
予“全国千所教育实验学校”“全国基础
教育名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全国先进学校”等称号。

继承与创新并进，光荣与梦想同
行。进入新时代，奇台县第一中学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高起点、高素质、
高标准、高质量的标准办学，一步一个
脚印提升办学水平，成为昌吉州教育领
域的一张靓丽名片。

记者在探访奇台县第一中学过程
中，“守正”与“创新”这两个词频频被提
及，无论是从“自强不息 追求卓越”的
校训中，还是从与校领导的聊天中，都
能得到体现。

“学校一直坚持的教育理念之一就
是科学重塑德育生态，探索多元化德育
新路径。”奇台县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杨
继荣说，学校坚持以德育为核心，立足
传统道德教育、日常行为养成教育、人
文素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为基点，以
体现学校德育工作的导向作用。

近年来，奇台县第一中学不断提升
办学水平，积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
施“一核两翼”策略，打造刚健有为、与
时俱进的校园文化，努力把奇台县第一
中学建设成为自治区精品高中。

如今，风华正茂的奇台县第一中学
现代化办学气息浓厚，图书阅览室、国
学馆、国艺馆、理化生实验室、各类运动
场、大型多功能学术报告厅等一应俱
全，实现了新媒体教学全覆盖。

“每一位学生都是一粒种子，我们
要用心去浇灌，让他们‘开花结果’。”杨
继荣称，这是前辈对自己的谆谆教导。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变的，是学校
的一草一木，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
是青丝变白发的老师。不变的，是“为教
师的专业成长和幸福人生赋能，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和一生幸福奠基”的办学理
念，以及奇台县第一中学教师“乐教、勤
教、善教”执着的教育情怀。

“我们的办学目标是——把奇台人民
家门口的好学校办好。”展望未来，杨继荣
说，他将带领全体教师踏踏实实扛起振兴
县域高中“领跑者”重任，进一步改善办学
条件，提升学校办学品质，让百年老校真
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资源。

从1900年创建的“文昌宫”，到今天
的“全国先进学校”，奇台县第一中学历
经了124年的风雨洗礼和求索，一路芳
华，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在蝶变中崛起，
根植沃土，头指蓝天，履行学校“百年树
人”的历史使命，托举一代又一代学子
不断成长进步。

本报讯 通讯员刘媛、王筱庆、王
晓斌报道：近日，阜康市永鑫煤化有限
公司 170 吨/时干熄焦项目顺利装入
第一罐红焦，标志着该公司在节能降
碳和环保超低排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
步。据了解，该项目也是阜康市首个
170 吨/时干熄焦项目。

“我们经过前期的打点调试及单机
联动试车、温风干燥，目前已投入第一罐
红焦，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阜康市永
鑫煤化有限公司干熄焦车间主任唐海江
说，该项目运行时将红焦通过电机车牵
引到干熄炉井架，然后通过提升装置，将

红焦装入干熄炉内，通过排焦装置将红
焦运输到皮带，送往焦棚。

干熄焦项目利用干法熄焦技术，采
用惰性气体将红焦降温冷却。干法熄焦
技术回收红焦的余热，以蒸汽的形式发
电并加以利用，大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
率。与之配套的 240 吨/小时中水回用
系统，通过预处理、膜浓缩等环节，将焦
化废水重复利用于生产循环水、锅炉汽
水系统，实现焦化废水零排放，降低对
环境的影响。阜康市永鑫煤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卫说：“这个项目是国家发改
委推荐的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项目，减少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解决
了原来湿法熄焦对环境污染的问题。”

干熄焦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2.5亿元，建设规模为每小时
170吨干熄焦和90吨余热锅炉，配套建
设了 20（兆）瓦的发电机组和每小时处
理能力240吨的污水零排放项目。马卫
说：“干熄焦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1.7亿千瓦每小时，可实现节能1.5万大
卡，节水170万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8.5万吨。”

近年来，阜康市永鑫煤化有限公司
在立足发展的同时，主动关停了 2 座产

能落后的 4.3 米焦炉，加大了对原有环
保装置的升级改造力度。先后投资了1.6
亿元，对焦炉烟气、化产VOC、物料大棚
等进行建设和改造。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阜康市分局局
长孟凡涛说：“我们将继续引导企业积
极申报环保项目资金，指导企业合理使
用，并通过精准施策，帮扶高耗能、高排
放、高污染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继
续对企业进行帮扶走访，了解企业在减
排过程、改造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确保
2024年至2025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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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求索 一路芳华
□本报记者 王薇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总投资2.5亿元

阜康市首个170吨每小时干熄焦项目投产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昌吉市2024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建设再加速

10月10日，昌吉
市佃坝镇西沟村，种植
户驾驶农机正在播种
冬小麦。

今年，昌吉市计
划 种 植 冬 小 麦 7 万
亩，分布在大西渠、佃
坝、二六工、榆树沟、
滨湖等乡镇，自 9 月
25 日开播以来，已经
播种5.1万亩，播种工
作预计 10 月底全部
完成。

□梁宏涛摄

庭州大地庆丰收

10月8日，在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羊圈台子村村民俞瑞海家的高粱地里，脱粒
的高粱装进转运车。俞瑞海种植高粱已三年，今年种了400亩矮化酿造型专用高
粱，平均亩产量600公斤。据了解，这种高粱具有颗粒坚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等
特点，支链淀粉含量90%以上，是酿酒的上好原粮。 □吴欣昊摄

本报讯 通讯员林如梦、王博、
陈徽报道：近一段时间，昌吉市的各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摘季。

笔者走进昌吉市印象戈壁葡萄酒
庄有限责任公司的种植基地，葡萄香气
扑鼻，一串串酿酒葡萄宛如紫色“宝
石”，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迷人的光
泽。“我们种植了800亩酿酒葡萄，有赤
霞珠、美乐、西拉、马瑟兰等七个品种。
今年昌吉地区高温持续时间长、温差
大，葡萄成熟早，其品质比去年还好。”
昌吉市印象戈壁葡萄酒庄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富强介绍说。

为了更好地进行田间管理，保证葡
萄的品质，今年印象戈壁葡萄酒庄依托
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引进了可视
化管理系统及小型气象站，实时观测墒
情、湿度、气温等数据，更精细地进行田
间管理，积累葡萄生长的各项数据，为
葡萄园科学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采摘好的酿酒葡萄被运进生产车

间，经过去梗、剥粒等初加工后便送入
车间内的发酵桶中进行发酵，20天后
经过过滤等工序灌入橡木桶储存。除
了葡萄酒的生产，印象戈壁葡萄酒庄
还打造了观光采摘区，吸引游客前来
参观、采摘，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提高
品牌名气。富强说：“明年我们打算在
酒庄里建造自助烧烤营地等休闲旅游
项目，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
葡萄酒产业发展，打响企业品牌的知
名度。”

目前，昌吉市种植酿酒葡萄5462
亩，主要分布在三工镇、六工镇、阿什
里乡等6个乡镇。今年，昌吉市对14家
福建援疆新疆天山北麓葡萄酒旗舰店
进行验收并拨付补助资金，提高了天
山北麓葡萄酒销量；对参赛获奖、产业
转型升级、建立展销平台的3家酒企进
行补助，助力酒企酒庄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截至目前，昌吉市累计建成酒庄
9家，年加工酿酒葡萄2000余吨。

昌吉市

紫色“宝石”迎丰收 葡萄酿出“融合香”

本报讯 通讯员王正佳、邓毛毛
报道：眼下，奇台县吉布库镇达板河
牧业村种植的西梅迎来丰收，一颗颗
色泽浓郁、个头饱满的西梅缀满枝
头，饱满丰盈，果皮外覆挂着一层薄
薄的“白霜”，格外诱人。

近日，笔者走进达板河牧业村西
梅种植大户王子星家，看到成片的西
梅林郁郁葱葱，游客们正提着篮子采
摘、品尝。

游客王艳平说：“我去年就来过，
这次是第二次来，他家西梅口感特别
好，特别甜。”

据了解，王子星 6 年前开始种植

西梅，果园现种植有“法兰西”“艾琳
娜”两种西梅，因其品质好，吸引了许
多客商前来采购。

王子星说：“今年，我种植的80亩
西梅大部分销到了乌鲁木齐和广州，
来我们这里采摘的大多数是奇台县
周边的居民，还有一些游客。”

近年来，吉布库镇充分发挥自然
资源优势，不断优化调整农林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引导农户发展特色林果
种植。目前，该镇种植的特色林果有西
梅、草莓、人参果、二秋子苹果等。通过
发展特色林果业，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穆亚丽
报道：近日，呼图壁县千亩甘草进入收
割期，田间地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9 月 23 日，在呼图壁县二十里
店镇的甘草种植基地，大型甘草采
挖机和运输车辆在田间来回穿梭，
工人们紧密配合，将翻出的甘草拾
拣成堆、拉运装车。新疆联强农业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农场党支
部书记王冠杰说：“我们今年计划采
挖甘草 1560 亩，每天投入 8 台采挖
机、约 80 人辅助采收，亩产在 1.3 吨
至 1.4 吨左右，预计 10 月底全部采
收完成。现在市场行情不错，每亩收
益 1 万元左右。”

甘草被称为药材“国老”，既可作
为中药材料，也可用作食品，是中医
临床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药材，一般

倒茬种植，生长期为3年。呼图壁县北
部气候干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富含矿物质的红土地，种出的甘草有
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优良，深受各地
药商青睐。王冠杰说：“经检测，今年
甘草的甘草苷含量达到0.6，甘草酸含
量达到2.6，远高于《中国药典》标准。
这些甘草一部分送往加工厂加工，一
部分运往甘肃、内蒙古、安徽等地，用
于制作药品、化妆品等。”

新疆联强农业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今年预计加工甘草1800吨，生
产中药材切片600多吨。昌吉盛源中
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金维平说：

“我们现在每天能加工20多吨甘草切
片，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条从种植到采
收加工的产业链，今年产值预计在
1800万元左右。”

本报讯 通讯员白仲珍报道：9月
24日，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新地村村民
张生财家的土豆地里，收获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捡拾土豆的人们欢声笑语。

种植户张生财种植了30亩土豆，
预估每亩产量3.5吨。“我种植的品种
是‘沃土5号’，它的优点是色泽好、产
量高、好销售，收购价每公斤 1.2 元，
一亩毛收入4200元。”张生财说。

过去，马铃薯单户种植产量低、成
本高，销售渠道窄，价格低，收益少，农
户种植积极性不高。如今，通过采取土
地流转、订单种植、龙头企业定点收购

等模式，马铃薯种植采用新品种、收获
实现了集中连片农业机械化作业、科
学管护、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贷款的融
资支持等，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种植
积极性。种植马铃薯已成为当地农民
致富的主要渠道，原本不起眼的马铃
薯成了农户心中的“金豆”。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持续推进农
业专业化、规模化种植，不断调整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农业高质
量发展。今年，吉木萨尔县共种植土
豆 6700 多亩，平均亩产 3.2 吨，预计
总产值2300余万元。

奇台县吉布库镇

西梅丰收缀满枝 共赏“梅”好风景

呼图壁县

千亩甘草喜丰收 致富路上飘药香

吉木萨尔县

马铃薯迎来丰收季 助农增收添“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