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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种子天山下发了芽，开出
了最美的花。古老的歌谣又叫醒耳朵，
唤起云朵里的娃娃……”10月15日，在
玛纳斯县玛纳斯镇的一片棉田边，一名
汉子头顶秋阳，背靠棉田，正在敲击架
子鼓并放声高歌。

树枝当鼓槌，铝锅篦子做镲片，架
子鼓缠裹着胶带……尽管架子鼓粗糙
简陋，他还是充满激情地表演，并乐在
其中。这名汉子叫张宏远，是玛纳斯县
玛纳斯镇二工村的农民。

2020年，张宏远在自家棉田里演奏
自制架子鼓在网上走红，先后受邀参加了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江苏卫视《点赞！达
人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
2021年元旦特别节目《农民乐翻天》等节
目，目前他的抖音账号拥有粉丝16万人，
视频播放量5000多万次，点赞量过百万，
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棉花哥”。

10 月 10 日，张宏远在抖音平台发
布了他的新作品《新疆棉》，虽然没有
专业的拍摄制像技术，没有高超的演
唱技巧，也没有背景音乐等效果，但这
首表达棉农心声的歌曲深受网友的喜
爱，短短 5 天，点赞量达到 5000，播放
量 20 万次。

张宏远将《新疆棉》建立在两个主
题上，一是豪迈宽广的音调，二是热烈
欢快的说唱，增添了农村题材歌曲的
时代气息，彰显出新农村的时代风尚，
洋溢着清新的泥土气息。

“谁说棉花它不是花，它是世上最
美的花，别看它的纤维小，千丝万缕最
牢靠，它不再是一根细毛毛，它能把 56
个民族来拥抱。”谈及《新疆棉》说唱部

分，张宏远说，“洁白如云的棉花编织着
我们美好的生活，我用说唱的形式体现
西北人豪放和淳朴的特点，唱出棉农的
心声。”

今年54岁的张宏远，见证了新疆棉
花产业发展的飞跃式发展。“以前种地，
5亩地全家人伺候。现在我一人种植130
亩棉花，北斗卫星定植、无人机植保、采
棉机收获，今年我种的示范田，亩均产
量超过500公斤。”张宏远说。

张宏远和乡亲们用艰苦劳动和辛
勤汗水改变着家乡面貌，农民的生活越
来越好，他用歌声表达棉农对这个时代

的自豪感：“看那雪山脚下五彩祥云照，
万家幸福弹着棉花”“看那富贵之花，连
天盖地雪无涯，新疆玉棉举世夸……”

《新疆棉》共有3段20多句歌词，张宏
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他说，在生机
勃发的农村新气象的浸染下，生活馈赠、
人生阅历、感情积淀赋予他创作灵感。

说起《新疆棉》创作的缘由，张宏远
笑着回答：“在做直播时，有网友说，‘棉
花哥’，你种了半辈子的棉花，为什么不
为我们新疆棉花写一首歌呢？所以我有
感而发，写了这首歌。我想通过这首歌
感恩家乡，赞美生活！”

张宏远从小就喜欢音乐，长大后
每当劳作时就在地头唱上几句，后来
他自学架子鼓，音乐成了他的“灵魂
伴侣”。

在张宏远眼里，乡村的一草一木都
有情，田野的一水一土都是歌。虽然他
是一个农民，只有初中文化，却痴心音
乐梦想。虽然他家境贫困，曾经为了生
计外出打工、做生意，但生活的艰苦并
没有阻止他圆梦的脚步。

如何把歌写出彩？张宏远说：“创作
来自生活。”

张宏远创作的第一首歌《我的祖籍
新疆》画面感十足，仿佛展开一幅乡村
画卷：“茫茫的棉海它簇拥着村庄，金色
的麦浪它是丰收的希望，美丽的牧场还
有遍地牛羊，是传说中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我的故乡我的祖籍新疆……”

在《忆 中 国》中 ，歌 词 鲜 活 接 地
气，爱国之情喷薄而出：“我想站立在
最高的高山，我想化作长城一块砖，
我想让花朵更加灿烂，放声欢呼‘我
爱你中国’……”

从2021年起，张宏远先后创作的5
首歌词，都在网上音乐平台发布。从中，
广大网友看到了“美”“希望”和一颗拳
拳赤子之心。

张宏远说：“我是‘疆四代’，见证了
新疆棉花种植的发展历程。现在种棉花
全程机械化，很轻松，让我有时间做更多
有意义的事：做直播，义务为家乡农产品
代言；生产有机肥料，改善棉花地土壤；
试种‘老汉瓜’，带着乡亲闯出致富路。我
会坚持写歌唱歌，把家乡的好日子唱进
歌声里。”

棉花朵朵开 迎来好“丰”景

张宏远：“棉花哥”田间放歌唱响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薇

10 月 15 日，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的一片棉田边，张宏远正在敲击架子鼓放声
高歌。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敏
报道：11月2日，总投资23.95亿元的首
航能源集团30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在
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
吉高新区）启动，预计2026年底全容量
投产。

在福建援疆干部人才助推下，30万
千瓦新型储能项目落户昌吉高新区，成
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生动实践。
该项目将在园区建造一座大容量、长时
间储能绿色电站，年均发电量约7.24亿
度；同时，能为园区提供24小时不间断
蒸汽供应，年供汽约60万吨，将有效提
升高新区电力、蒸汽供热保障能力，对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招商引进新的项
目，增强园区项目承载能力意义重大。

作为乌昌半小时经济圈创新创业、

产业聚集、低碳循环的重要基地，昌吉
高新区聚焦产业链式集群发展主攻方
向，明确了9个产业链条，近三年共实施
项目229个，投资平均增速18.67%。

“我们将加大新能源产业及示范项
目、创新应用场景及能源保障设施的投
资力度，在昌吉高新区形成‘源网荷储
用’新能源产业链的闭环。”昌吉高新区
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表示，目前
高新区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生物科技、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此次储能
项目的开工，标志着昌吉高新区储能产
业的外延进一步扩充、内涵进一步夯
实，有利于补全园区新型储能产业链，
并有望形成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新型
储能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园区绿色低碳
发展。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昌吉高新区30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

11月2日，首航能源集团总投资23.95亿元的30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在昌吉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奠基。在开工仪式现场，大型工程车辆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10月26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西部特
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团
队，举行秋季设施吊蔓和地爬
中小型西瓜新品种、新技术现
场观摩会，与会者观摩新品种
西瓜大棚的育苗情况。

此次现场观摩会展示的
新品种西瓜，可以进行春提早
和秋延后种植，分别在5月—6
月和 9 月—11 月成熟，有效填
补西瓜上市的空档期。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
努尔、阿丽亚报道：今年，呼图壁县实
施石梯子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工程（一标段、二标段），持续推动现
代化灌区建设与改造，保障水资源节
约且高效利用。

11月3日，呼图壁县石梯子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二标段）
施工现场，机声隆隆，大型挖掘机开
挖渠道，工人正在给灌区支渠浇筑混
凝土。该标段建设防渗改 造 渠道 3
条，即东沟霍斯托别支渠、东沟村支
渠、白杨河西一支渠，总投资2151 万
元，全长 13.104 千米，沿线要改造渠
系建筑物 10 座、水闸 21 座、桥涵 26
座、渡槽 13 座。项目总工程师曹文明
说：“项目（二标段）于 9 月 23 日开工
建设，计划明年 5 月底完成建设并投
入使用。”

在呼图壁县石梯子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一标段）施工现

场，土方工程已全部完成，工人正在
进行灌区混凝土模板拆除作业。该
项目主要改造石梯子灌区阿苇滩干
渠的渠道，从阿苇滩渠首引水。通过
改 造 ，灌 区 常 规 灌 溉 保 证 率 可 达
75%，节水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90%，
将提升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和经济
效益，节约农业用水。项目经理王于
东说：“项目总投资 3100 万元，改造
渠道一条，总长 6.42 千米，渠道沿线
改造渠系建筑物共 10 座，其中水闸
5 座，桥涵 5 座。”

近年来，呼图壁县聚焦群众关
心的用水问题，加快水利项目建设，
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做好“水文章”。
呼图壁县石梯子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张延超
说：“项目投用后，可改善灌溉面积
12.21 万亩，提升输水效率，保障农
业灌溉用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呼图壁县

抢抓施工“黄金期”畅通农田“动脉”

庭州大地庆丰收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眼
下，昌吉市订单甜菜喜获丰收，各
乡镇积极组织种植户利用大型收获
机械和拉运车辆采收、运输、销售
订单甜菜。

在昌吉市三工镇新戽村千亩订
单甜菜地里，大型甜菜收割机机声
隆隆，来回穿梭作业，收获甜菜。收
割机驾驶员李红玉说：“这台甜菜收
割机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 200 个人
的工作量。”

刘海涛是村里的订单甜菜种植
大户，今年年初，他与中粮屯河糖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糖业分公司
签订了订单。刘海涛说：“我跟糖厂签
的合同售价是一吨 590 元，500 亩甜
菜算下来可卖到150万元。”

今年，昌吉市三工镇新戽村种植
订单甜菜2000亩，采取“企业+订单+
农户”的方式进行种植，目前有种植
户 5 户。为了最大限度帮助种植户尽
快采收销售，村“两委”积极协调收获
机械和拉运车辆，加快采收进度。新
戽村党总支书记赵兴福说：“我们每
天协调两台机械帮助采收，预计剩余
的部分可在8天内收完。”

今年，昌吉市种植的订单甜菜
主要分布在榆树沟镇、阿什里乡、
二六工镇和三工镇，全部采取“企
业+订单+农户”的方式进行种植，
得 益 于 气 候 适 宜 、引 进 的 品 种 优
良、水肥到位，全市订单甜菜预计
平均亩产可突破 6 吨，总产值突破
6000 万元。

昌吉市

甜菜喜丰收“甜”在农民心

11月1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老湖村，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正在作业。目前，老
台乡1778亩棉花全部进入收获期，自走式打包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雪白
的棉花被快速采摘、打包，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冯晓阳摄

昌吉学院新校区三期学生食堂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讯 记者刘辉报道：11 月 3

日，记者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获悉，昌吉学院新
校区三期教学建设项目学生食堂项目

（以下简称昌吉学院学生食堂项目）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正式进入装饰装修
阶段。

昌吉学院学生食堂项目总建筑面

积为 21318.75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17315.5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 4003.23 平方米。该项目为框架结
构，共 5 层，计划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
竣工投入使用，将为昌吉学院广大教
职工、学生提供良好的餐饮条件和饮
食服务。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凯表
示，作为昌吉学院学生食堂项目EPC总
承包方，公司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和施
工规范，加强施工管理，严把质量关，确
保项目按时竣工交付。

昌吉学院是一所拥有 65 年办学历
史的区属高等本科院校，现有教职工
1716 人，全日制在校生 29906 人，校区

占地面积80.60万平方米，其中，新城校
区67.67万平方米，园丁校区12.93万平
方米，设有82个本专科专业、1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工程与技术）、
4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材料与化工、
能源动力、交通运输、教育），已逐步形
成了专业设置比较合理、工科引领、多
学科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呼图壁县大丰镇

60万只蟹苗“安家”增收开辟新途径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文霞、付晓娟
报道：目前正值螃蟹“播种”的黄金时
节，呼图壁县蟹农趁着晴好天气，投
放60万只优质蟹苗，为新一年的螃蟹
丰收打好基础。

10 月 27 日，在呼图壁县大丰镇
祁家湖村，工人们在蟹塘边拆解着包
装袋，一只只蟹苗跃入水中，入住“新
家”。这些蟹苗来自辽宁省，辽蟹具有
适应低水温、生长周期较短、成活率
高的特点。祁家湖村养殖户赵光梅
说：“我们从辽宁进了3.5吨中华绒螯
蟹蟹苗，它的主要特点是早熟，也比
较适合在新疆养殖，预计明年秋天可
收获20多吨螃蟹。”

2019年，“渔二代”赵光梅在祁家

湖村承包500亩土地，养殖螃蟹。为进
一步做大螃蟹养殖产业，今年 10 月
初，她专程赴辽宁挑选蟹苗，精挑细
选半个多月，最终订购了 3.5 吨优质
蟹苗。赵光梅说：“这些螃蟹今年冬天
要在育苗池里过冬。明年5月，我们再
进行分塘，大概6月开始投食，中秋节
可上市。”

螃蟹养殖不仅为赵光梅带来了
丰厚的经济收益，也为推广新疆特色
农产品提供了契机。如今，她养殖的
螃蟹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成功打
造了“好蟹赵”螃蟹品牌，受到消费者
欢迎，不仅为呼图壁县水产业注入了
新活力，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
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