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杜燕蓁 □版式/任宝红 □审校/刘军04 职场

□编辑/杜燕蓁

□审校/刘 军科苑

本报讯 通讯员马文婷报道：这几
天，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的泉水地渔
庄，44 岁的张德礼忙得不可开交。他在
厨房与餐厅之间来回穿梭，一边叮嘱厨
师精心烹饪全鱼宴，一边热情招待客
人。渔庄外的垂钓区，游客悠闲地坐在

岸边，等待鱼儿上钩。张德礼看着这热
闹的场景，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1999 年，张德礼辞去工作，回到吉
木萨尔县北庭镇东二畦村，经营起了家
里的5亩鱼塘。因缺乏养殖经验，鱼生了
病，一夜之间几乎全军覆没。张德礼没
有泄气，他购买了大量渔业养殖书籍，
一有空就钻研，还向周边有经验的养殖
户请教，逐渐掌握了养殖技术。

养鱼技术掌握了，销售又成了问题。
鱼价格低、利润薄，张德礼萌生了把自家
房子改成渔庄，做餐饮、打造休闲娱乐
区，让游客直接来吃鱼、钓鱼的想法。

说干就干。2016 年，泉水地渔庄开
业了，渔庄主打全鱼宴，28 种鱼的花样
做法，令游客垂涎欲滴。同时，张德礼根
据大众口味推出了80道凉菜、小炒和大
盘菜，深受游客喜爱。泉水地渔庄可容
纳300人就餐，配备垂钓、采摘等设施，
成功实现了自产自销，增加了收入。

2017 年，张德礼又有了新的想法。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张德礼和村上其他养殖户成立了
北庭镇宇辉水产养殖合作社，还把自己
的养殖经验和经营经验进行分享。大家
抱团发展，扩大养殖规模。如今，鱼塘从

20亩发展到180亩，合作社还吸纳了周
边十几户养殖户加入。

富裕起来的张德礼，心里一直惦记
着乡亲们。多年来，养殖户向他请教养
鱼技巧，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还帮
助他们解决设备、货源和销路问题。在
张德礼的带领下，北庭镇涌现出27户水
产养殖户，为周边村民提供 8 个就业岗
位，年均收入超5万元。“以前主要养殖
四大家鱼，近两年引进了黄尾鲻、五道
黑、白对虾、螃蟹、梭边等新品种，后续
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帮助更多村民实
现就近就地就业。”张德礼说。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报道：今年
以来，玛纳斯县不断健全完善残疾人就
业创业体系，通过推荐就业、创业扶持
等方式，全力做好残疾人就业援助工
作，为他们点亮就业梦。

11月13日，玛纳斯县净之美家政服
务中心负责人华龙带领员工到居民范淑
云家进行房屋保洁。“服务很用心，打扫
得很干净，价格也合理。”范淑云说。

2021年，华龙因一场意外失去了左
前臂，康复后被鉴定为肢体三级残疾。
面对重大变故，华龙没有失去对生活的
信心，经过短暂调整后，他决定自主创
业。2023 年 5 月，华龙开办了玛纳斯县
净之美家政服务中心，经过一年多的辛
勤付出，公司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发展为
一家拥有24名员工的综合性家政服务
公司，并吸纳2名残疾人就业。目前，公
司每月可收入近4万元。“创业初期，玛
纳斯县残联对我帮助很大，还给我发放
了创业补助金，现在公司发展稳定，后
续计划扩大服务范围。”华龙说。

除了对残疾人进行创业帮扶补助，
玛纳斯县残联还常态化与企业进行对
接，帮助残疾劳动者投递简历、推荐入
职。黄瑞祥自小因烫伤被鉴定为肢体三
级残疾，今年6月，他从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业毕业后，经玛纳斯县残联推荐，成
为了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的
一名仪表工，实现了对口就业。“每个月

收入 8400 元，感谢县残联帮我投递简
历，让我得到了这份工作。”黄瑞祥说。

目前，玛纳斯县残疾人总数为4554
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适龄残疾人1249

人，已就业1197人，就业率达95.8%。发
放残疾人创业补助资金14.8万元，惠及
46名符合补助政策的残疾人。玛纳斯县
残联副理事长俞伟栋说：“我们将扎实

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精准掌
握用人单位及残疾人需求，加大服务力
度，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为他们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
努尔、艾丽菲热报道：11月19日，昌吉
州2024年餐饮行业专场招聘会在呼
图壁县举办，进一步解决餐饮企业“招
工难”和求职者“就业难”的问题。

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热情地向
求职者介绍岗位信息。求职者认真阅
读招聘简章并与招聘方积极交流。招
聘现场还设置了线上直播带岗、咨询
区域，为求职者提供贴心服务。

求职者赵晓琪说：“这次招聘会，
优质企业不少，我所学的英语教育专
业符合好几家企业的用工需求，我对
中意的企业都递交了求职资料，希望
能求职成功。”

招聘会共有20家企业参加，涉及
服务员、大堂经理、会计等40余个工

种，提供就业岗位151个，吸引了120
余名求职者，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0人
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

呼图壁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
任马晓伟说：“今年以来，我们共开展
现场招聘会37场次，网络招聘会15场
次，直播带岗22场次；共组织374家企
业现场招工，提供就业岗位5741 个，
参加招聘会5561余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736人。我们将持续优化就业服
务流程，积极开展送岗位、送服务、
送政策等专项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更精准地为企业和广大求职者提供
服务。”

此次招聘活动由昌吉州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主办，呼图壁县公共就业服
务中心承办。

本报讯 通讯员杨明报道：为进
一步加强昌吉州科协与老干部工作
的深度融合，提升老年人科学素质，
发挥银发人才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积极作用。11月18日，昌吉州党委
老干部局一行到昌吉州科协对接商
讨有关工作和活动合作事宜。

座谈交流中，昌吉州科协主要领
导汇报了科协整体工作情况，办公
室、学会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在加
强离退休党员干部管理、落实政策待
遇以及开展老年大学、老年科技大学
合作共建，发挥离退休老干部、老科
技工作者作用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
双方就如何加强老干部与科协工作

的共建、共促、共融进行了座谈交流，
达成了合作意向和思想共识。

下一步，昌吉州科协和昌吉州党
委老干部局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始终用改革创新思维谋划推动老
干部和科协工作。抓好党建引领，加
强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
工作；加强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积
极落实好慰问等各项关怀措施；围绕
服务“一老一小”群体，进一步在老干
部、科协工作中寻求更多的契合点和
突破点，不断发挥科普优势，拓展丰
富智慧助老、银发人才库建设等工
作，推动活动共融共建，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银发力量。

本报讯 记者马军、通讯员王敏报
道：11 月 14 日，由昌吉州科协、昌吉州
老年保健协会、交通银行昌吉分行主办
的昌吉州2024—2025年“科技之冬”科
普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普讲座在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拉开了此次“科
技之冬”活动的序幕。

启动仪式上，昌吉州科协领导就
“科技之冬”活动进行了动员部署，昌吉
州公安局、财政局和交通银行昌吉分行
工作人员围绕老年人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非法集资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等内容

开展了科普讲座，旨在通过科学普及提
高老年人对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集资
的识别能力及防范意识。

讲座中，昌吉州公安局民警分析了
当前社会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严峻形
势，通过一系列身边案例和真实数据，
揭示了诈骗分子惯用的手段和伎俩，并
现场演示了如何识别可疑电话、短信和
链接等。

昌吉州财政局和交通银行昌吉分
行的工作人员通过案例剖析与现场问
答的形式，讲解了非法金融活动的主要

特征和常见手段，为老年朋友进行了金
融知识和防范非法集资常识讲座。同
时，还通过开展法律咨询、悬挂宣传条
幅和发放宣传品等方式，揭露养老诈骗
的伪装和套路，提醒广大老年群众拒绝
高利诱惑，警惕非法金融活动陷阱，运
用科技手段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

“钱袋子”。“听了讲座，我受益匪浅，凡
是要求转账的，不听不信不汇款，多向
亲人验证或者报警。”昌吉州退休老干
部俞忠山说。

据了解，昌吉州2024—2025年“科

技之冬”科普活动将持续至 2025 年 3
月，昌吉州各级科协组织将组织专家讲
师、乡土人才等队伍，广泛开展“科普讲
师团进基层”、科普活动“进校园”“进社
区”及线上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营造出人人学科学、用科学、重科学的
良好氛围。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
部长曹瑞说：“昌吉州科协将持续关注
老年人的需求，面向老年人群体普及健
康养生、智能技术应用和金融常识，提
高老年人适应社会发展能力，增强老年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水产养殖户张德礼：小鱼塘变“聚宝盆”

玛纳斯县：助残帮扶促就业 点亮生活新希望

11月13日，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仪表工黄瑞祥对电动球阀进行日常保养。 □胡伟杰摄

昌吉州

餐饮行业招聘会 搭建就业对接桥梁

昌吉州2024—2025年“科技之冬”科普活动启动
活动持续至2025年3月，广泛开展“科普讲师团进基层”、科普活动“进校园、社区”、科普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昌吉州科协与州党委老干部局

开展交流座谈 发挥银发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王敏报道：近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科协组织的桥梁
纽带作用，进一步推动企业科协组织
建设，昌吉州科协组成调研组，深入
各县市（园区）企业科协，通过实地考
察、座谈交流等方式，调研企业科协
在科协组织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促
进产学研合作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的工作情况。

调研组深入企业一线，详细了解
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创新环境，听取企
业科协在组织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推优评优、科普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和科技工作
者的座谈交流，调研组了解到企业对
科协工作的意见及建议，并就成立企
业科协、开展科普宣传、共建科技馆等
具体业务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调研活动为进一步推动科
协组织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
路和建议，昌吉州科协将以此次调研
为契机，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科技工作者之间
的沟通与合作，更多地了解科技工作
者的心声和需求，支持和帮助科技工
作者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与创新，共同
推动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昌吉州科协

实地考察交流 服务企业发展

吉木萨尔县

培训短视频拍摄 提高从业者竞争力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报道：11
月 12 日至 13 日，吉木萨尔县举办短
视频拍摄技能技巧培训班。

培训结合抖音平台大数据，就抖
音短视频运营策略、短视频运营定
位 、创 作 技 巧 等 进 行 深 入 分 析 和

讲解。
吉木萨尔县互联网协会会长邱

艳说：“通过培训，让民宿、度假村、农
家乐从业者有一个更好的收益，推动
吉木萨尔县的文旅产业‘动’起来，

‘火’起来，‘富’起来。”

本报讯 通讯员李夏、任东升报
道：近日，昌吉州妇联在吉木萨尔县
各乡镇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美
丽庭院建设“送课进基层”专题培训，
内容涉及家庭空间管理、收纳整理、
女性自身形象管理等，来自全县的
300余名妇女代表参加培训。

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培训现
场，培训老师通过“理论+实操”的方
式，从收纳工具的选择、各类衣物的
折叠收纳方法等方面进行讲解。实操
环节，老师现场演示“三叠法”“分类

法”“口袋法”“卷折法”整理衣物，大家
纷纷动手尝试。在化妆造型授课现场，
老师就基础护肤知识、化妆工具的使
用、日常妆容的打造等进行示范和讲
解。“培训非常实用，我们学习了多种
收纳方法，从衣物折叠到厨房整理，
每一项技巧都贴近生活。”泉子街镇
牧业村妇女代表哈尼帕说。

此次培训贴近辖区妇女们的生
活需求，实用性强，不仅提升了妇女
的个人技能，也让妇女在家门口学习
到了一技之长，增强妇女发展信心。

昌吉州妇联

培训送课下基层 妇女就业有技能

本报讯 通讯员李娟报道：为进
一步加强阜康市科技特派员服务“三
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近日，阜康市
组织科技特派员管理干部、优秀科技
特派员代表 4 人参加为期 9 天的“丝
路同源·智惠闽昌”昌吉州科技特派
员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培训班。

培训采用集中专题讲座、现场观
摩教学及经验交流座谈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培训邀请了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宁德市委党校等行业领域专家、教
授，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特派员制度重要论述、乡村振兴视
域下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供需平衡视
域下的农产品营销渠道与模式等主
题开展培训。

阜康市组织科技特派员

赴闽参加培训 提升工作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马尔
江报道：连日来，玛纳斯县数字农业技
术员通过数字农业新装备、新技术指导
农民进行智慧田管，为冬小麦安全越冬
做好准备，确保来年粮食丰产丰收。

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庄村，绿油
油的冬小麦苗齐根壮，长势喜人。眼下正
值冬小麦浇灌过冬水的关键期，数字农业
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全程遥感监测
及智慧农业平台，针对近期天气和冬小麦
长势，及时帮助种植户将智慧农业平台提
供的土壤湿度、温度、作物长势等数据汇
总到一起，确定滴水施肥的时间及用量，
制定出科学的田管方案。

郑家庄村种植户张兵说：“技术员
通过大数据平台，帮我们分析了水情、
墒情和肥情，合理调配地块，因地制宜
浇好每一次水。以前我们每亩地浇水和
施肥需要30元的人工费，采用数字农业
技术以后，我们每亩地费用降到15元。”

作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玛纳斯县积极探索智慧农业发展模式，
以“基地+农民+企业”为载体，大力推进
数字农业建设，建立智慧农业平台，实
现土壤墒情、气象信息、病虫害等作物
生长全过程的数据采集，让科技在“耕、
种、管、收”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玛纳
斯县数字农业技术员范海强说：“我们
运用大数据平台，对冬小麦长势、土壤
墒情进行遥感监测，通过这些数据更好

地服务农户。”
如今，玛纳斯县完善的高效节水设

施管网、林带、田间道路等农业基础设
施，稳步扩大了冬小麦种植面积。同时，
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施肥技术的大面

积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水肥利用
率、大幅减少人力投入。现在，统一品
种、统一播种、统一浇水、统一施肥、统
一防控、统一采收，成为了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的重要保障。“以前我们种小麦

每亩地产量是五六百公斤，采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以后，又引进了新的小麦品
种，预计今年每亩小麦地可以增产200
公斤，每公斤按2.5元计算，每亩地可以
增加利润500元。”张兵说。

玛纳斯县：科技赋能冬小麦田管 力保粮食丰产丰收

近日，玛纳斯县数字农业技术员仔细查看冬小麦长势。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