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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载播绿 5000亩荒山变金山
□本报通讯员 朱文斌

机械清雪迅速 保障道路畅通

东北梅花鹿在西北安家 呦呦鹿鸣唱响乡村振兴曲

螃蟹喜获丰收，“坐”飞机销内地

本报讯 通讯员巨佳辉、马凯雄报
道：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的火龙果
大棚内，笔者看到一排排火龙果树上挂满
了红彤彤的果实，犹如一盏盏小灯笼。

2023年，在厦门援疆分指挥部的牵
线搭桥下，种植户苏军开始尝试种植火
龙果。厦门援疆分指挥部派来了农业技
术人员、来自台湾的火龙果技术专家曾
均毅，他从引进火龙果苗、指导种植技
术，到病虫害防治、大棚管理全程参与，
为苏军提供了全方位、专业化的服务。
经过一年的精心培育，苏军引进的5000
余株火龙果苗如今已全面进入采收期。

“通过厦门援疆分指挥部农业技术人员
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我们基地火龙果的
品种从一个增加到七个。今年预计一亩
地产量3-5吨，收入可达10万元。”苏军
说。他计划明年再扩建2个大棚，进一步
扩大火龙果的种植规模，同时，还将带
动周边农户共同种植。

厦门市翔安区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
马志坚表示，火龙果种植成功，是福建援
疆工作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仅提高了农
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也为当地
农民提供了更多增收渠道和就业机会。

本报讯 通讯员钟丽萍、邹玉洁
报道：11 月 23 日，低温降雪天气来
袭，给群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11 月 23 日下午，在吉木萨尔县
北庭镇古城村高桥子村民小组路段，
伴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驾驶员操控
着推雪铲将厚厚的积雪推至道路两
旁，旋转着的扫雪刷则高速扫过路
面，将积雪清扫殆尽。

为有效应对此次低温降雪天气，
北庭镇第一时间启动应对方案，加强
对重点路段的巡查，及时掌握积雪情

况与道路通行状况。同时，承接镇村积
雪清扫业务的吉木萨尔县金顺缘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迅速启动积雪清理工
作。北庭镇西上湖村经济合作社新购
置的2台拖拉机与2套清雪设备，也协
同作战，全面投入到积雪清扫中。

西上湖村党总支书记、物业公司
法人姚文清说：“新的清雪设备投入
使用后显著提升了清雪效率。我们将
进一步优化人员和机械的调配方案，
积极应对降雪挑战，全力以赴恢复道
路畅通，确保村民出行安全无忧。”

本报讯 通讯员冯晓阳报道：11
月17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西地村春
麦冬播试验田中，该乡农业发展中心
的技术人员开始播种60亩春小麦。

此次春麦冬播所播种的品种为
新春22号，该品种是专门针对新疆地
区气候条件培育的，具有较高的适应
性和抗逆性，而春小麦冬播技术则能
够让小麦的生长周期提前，充分利用
冬季的土地和光热资源，实现一年多
熟制，提高土地复种指数。

冬播的春小麦种子在冬季经过低
温，其抗寒、抗旱、抗病等抗逆性增强，
冬播也减少了春季灌溉用水量。

今年秋收后，老台乡农业发展中
心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对播种地块
开展基础整地和秋施有机肥作业。在
第一场雪灌足底墒后，选择有机地
块，适时试验播种新春 22 号，预计明
年 4 月中上旬麦苗出苗。预计可比本
地区春播小麦增产10%-20%,收获期
可比春播小麦提前7-10天。

“从秋天苹果成熟到现在，我们的红
苹果很畅销，一件5公斤49.9元，包邮卖
到了全国好多地方。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出二三百件呢！”11月4日，在自家果园
里，周海全欣慰地向笔者介绍。

周海全今年56岁，他所在的红沙湾
村，位于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的塔西河哈
萨克族乡，眼前大片的果园，曾经是坡陡
沟深、草木不生的荒山坡，如今，这里栽
满了苹果树、毛白杨、大叶榆等树种，面
积达5000多亩，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
一片绿海。

“我从15岁起种树，这一种就是41
年。看着自己亲手种的小树苗长成参天
大树，一棵棵果树结满果实，我心里特
别满足。”周海全说。

荒山坡上种下绿色梦

红沙湾村丘陵连绵，干旱少雨，生
态十分脆弱。

在周海全儿时的记忆里，每年春天
只要一刮大风，村庄里到处尘土飞扬。

“刮大风的时候，你要是站在外面
说会儿话，满嘴都是沙土。”周海全说。

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变得山青草绿，
那该多好啊！这是周海全儿时的愿望。

1983年，红沙湾村开始实行包产到

户，周海全的父亲周贵荣承包下了村前
的一片荒山坡。当年，周海全便跟随父
亲开始种树。那时，他们使用最原始的
种树工具——铁锹，一锹一锹地挖出树
坑，再小心翼翼地栽下树苗。就这样，他
们每年种一点，渐渐地，在这片荒山坡
上种出了一个小绿洲。

1994 年，最早种下的毛白杨成材
了。那时，木材价格高，政策也允许对一
部分成材林进行间伐。为了支援村里的
建设，周贵荣决定间伐出售一小部分树
木。看到自己种了十几年的树木轰然倒
下，周海全心痛不已。他暗暗发誓：“今
后我一棵树都不卖，并且，还要种更多
的树！”

1995年，周海全用父亲卖树的钱，雇
来推土机将荒山坡上的一个个沟壑填
平，平整成大块土地。这样不仅方便种
树，也节约水资源。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
他们在荒山上植树。那些年，玛纳斯县政
府甚至将全县的春秋季植树造林活动现
场安排在了这里，动员全县的干部职工
一起在周海全平整的荒坡上种树。这给
了周海全巨大的精神动力。

1997年，周贵荣因年事已高搬到了
县城居住。临走前，父亲紧紧拉着周海
全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海全，这片林

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坚持种树，让
这些荒坡都变绿。”1998年，周海全从父
亲手中正式接过种树的“接力棒”。那一
年，他绿化了300多亩荒山。仅是购买苗
木，他就花费了数万元。

如今，周贵荣已经 87 岁高龄了。每
年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都会让周海
全开车带他到林子里看一看。到了每年
的高温季节，他也会打电话提醒周海全
哪片林子容易受旱，要及时浇水。周海
全说，父亲的这些举动，无形中也让他
更加坚定了多种树、种好树的信念。

绿色信念 坚守不渝

2000 年，周海全结婚了，妻子杨建
红非常支持他种树，相信他能把荒山变
绿。20多年来，他们相互支持，一直坚守
绿化荒山的初心。

“那些年种树特别艰苦。我们俩每
天从山脚下一趟趟往山上背树苗，山路
崎岖不平，我们的肩膀和脚都磨破了
皮，鞋子都穿烂了几十双。”杨建红说。

种树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这片贫瘠的
荒山上大面积种树。为了支付购买树苗、
种树、水费等费用，前些年周海全每年都
要外出打工挣钱。他跑过大货车、下过煤
矿，尝尽了生活的艰辛。然而，无论多苦多
累，他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绿色梦想。

每当积攒到一些钱，周海全便迫不
及待地回到村里，继续种树。

由于荒山坡的土地盐碱化、沙化比
较严重，加上灌溉用水紧缺等原因，导
致前期种下的树苗存活率比较低。为了
提高种树成活率，周海全不得不投入更
多的资金和时间去补种树苗。并且，他
还得四处奔波，寻求技术和资金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海全不仅花光
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且欠下的债务也
越来越多。无奈之下，他把林权抵押给了
银行，累计在银行欠款达200余万元。前
些年，他每年打工挣的钱只够偿还银行
的利息。一些村民很不理解，说周海全脑
子“进水”了。

面对非议，周海全不为所动。他说：
“树比钱更有价值。只要这些树能活下
去，我就心满意足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他坚持不懈
的努力下，荒山坡上先后栽植了各类树

木100多万棵，昔日的荒山坡逐渐披上
了绿装，变成了他儿时梦想中的青山。

前些年，木材行情好的时候，一位
木材经销商出资2000万元要买下他种
的这一大片树林。周海全拒绝了。

以林养林 青山还要成金山

“一年水费要20多万元，银行利息18
万元，说实话压力很大。”周海全坦言，这
些年他在种树上已经投入了700多万元。

如何才能靠山吃山呢？随着荒山被
逐渐绿化，周海全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些
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2002 年，他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
从南疆引进了几个品种的苹果树苗，种
植了60亩苹果树。然而，当年冬天，老鼠
吃掉了一半的树苗。周海全没有气馁，
第二年，他一边摸索经验、加强管护，一
边自己培育果树苗、继续种果树。

2009年，玛纳斯县大面积发展林果
业，周海全抓住机遇扩大果树种植面积。
而他培育的苹果树苗当年也销售一空，
在全县种植了3000多亩，仅他所在的红
沙湾村就种植了近千亩果树。随着苹果
产量越来越多，2014年，周海全牵头成立
了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专业生产销售
自己和当地的林果产品。如今，合作社注
册的“塔河红”苹果已经很有名气，产品
远销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这也让周海全
更加坚定了以林养林的信心。

成功走出了第一步，周海全又开始
探索发展林下经济的多种模式。

从 2015 年起，在福建援疆三明市
分指挥部的支持下，周海全在自家林地
里成功种植了大球盖菇、榆黄菇、茶树
菇、灵芝和木耳等菌类。在树林里散养
了土鸡，饲养了牛、羊等牲畜，探索林下
多 种 经 营 增 收 模 式 ，取 得 了 很 好 的
收益。

荒山变成了青山，每年都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休闲观光。今年周海全又在自
家林地的空闲处开办了一家农家乐。除
了接待游客，还销售自己和当地村民生
产的苹果、牛羊肉和食用菌产品。

这些年，看到周海全的成功经验，
村民们纷纷效仿，都开始在荒山坡上种
果树、发展林下经济。到目前，红沙湾村
累计种植各类林木达8000多亩。

广东地乡新湖坪村养殖户在向消费者推销自家养的螃蟹。 □仵佳闯摄

本报讯 通讯员仵佳闯报道：眼下，
玛纳斯县广东地乡新湖坪村的螃蟹喜获
丰收，养殖户忙着捕捞、外销，供应各地
市场。

连日来，在新湖坪村生态螃蟹养
殖基地，养殖户忙着捕捞一个个个
大、肥美的螃蟹，之后经过分拣包装，
这些螃蟹将“坐”上飞机，被销往全国
各地。螃蟹养殖户桑少生说：“今年的
螃蟹，疆外主要销往南京、上海、武
汉、珠海、深圳和广州，疆内销往乌鲁
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博州、奎屯
等地，预计纯收入20万元。”

广东地乡丰富的水库坑塘资源
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螃蟹生
长的理想之地。养殖户通过水库自然
放养和坑塘生态散养的方式养殖螃
蟹，每年4月投苗，9月至11月集中上
市。自然养殖的螃蟹肉质细腻、味道
鲜美，市场供不应求。“螃蟹平时吃塘
子里的小鱼、小虾、田螺和水草，品质
好，肉质更鲜嫩，今年的亩产大概在4
到5吨。”桑少生说。

据了解，今年，广东地乡螃蟹养
殖面积接近1000亩，总产量达75000
公斤，预计产值100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任东升报
道：近日，来自东北的梅花鹿在吉木萨尔
县泉子街镇安家落户。经过一个多月的
饲养，这里的梅花鹿不仅适应性良好，也
开始长膘，开辟了当地群众致富新路径。

泉子街镇小西沟村村民何斌在吾塘
沟景区经营着青峰度假村，他想吸引更
多游客游玩度假的同时拓宽“鹿”经济。
为了更好地掌握梅花鹿的养殖技术，何
斌专程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鹿乡镇的
梅花鹿场蹲点学习饲养、繁殖、割茸、烧
茸等技术。经过实践，他摸清了梅花鹿的
养殖模式，并确定了初步发展思路，今年
10月，他将小鹿引进吉木萨尔县。现在这
些小鹿已经“安家”一个多月了，每一头
都体格健硕、毛色光亮、富有活力。

“这次我共引进了 19 头梅花鹿，泉
子街的气候跟吉林长春差不多，气温就
差两度，梅花鹿生长的气候环境是一样
的。它们吃的食物，如草、豆类、果子，也
和我们这里差不多。10月21日，我把这
些鹿拉回来，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养
殖，梅花鹿的膘情比以前要好很多，它
们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何斌说。

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骨、鹿
筋、鹿皮等都具有较高的药用和食用价
值。相较于大多数的牛羊养殖，梅花鹿不
挑食、耐粗饲、免疫力强，也好管理，不需
要大量人力，养殖成本相对较低。据了
解，一头成年鹿有二十年左右的寿命，产

茸的旺盛期有十二三年，生产期在每年
五月，人工养殖梅花鹿有着广阔前景。他
说：“前期公鹿主要以产茸为主，鹿茸现
在一公斤售价2000多块钱，公鹿一年产
两茬鹿茸，总量4公斤到6公斤，一头小

鹿也能卖6000块钱左右。饲养梅花鹿还
特别省料，一只梅花鹿一天最多就吃两
公斤草，吃一公斤精饲料。”

在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的同时，当地畜牧部门还通过上门服

务，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吉木萨尔县泉
子街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乔清
亮说：“我们畜牧兽医站将定期为梅花
鹿养殖做好技术指导、消毒还有防疫工
作，确保梅花鹿健康生长。”

11月15日，何斌和梅花鹿一起嬉戏。 □任东升摄

厦门火龙果落户大有，带来好收益

种植户苏军(左)与游客一起展示采摘的成果。 □巨佳辉摄

冬季播种春麦 提高复种效益

11月20日，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组织50余人前往呼图壁县、昌吉市的部分
企业观摩。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交流学习、对比分析，寻找差距、学习经验。图为
一行人在昌吉市新疆博观林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红枣分拣现场参观。□叶永芳摄

72万羽！这个项目即将投产

周海全在自家林地察看林木生长情况。 □朱文斌摄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何全龙
报道：眼下，玛纳斯县现代化蛋鸡育
成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完工，计划12
月投产，达产后，全年可出栏育成鸡
72万羽。

笔者在广东地乡广东地村现代
化蛋鸡育成产业园 1 号圈舍看到，技
术人员正在对自动喂料系统、智能通
风系统等进行运行测试，查看各系统
运行情况，确保产业园一经投产各设
备运行安全顺畅。

玛纳斯县现代化蛋鸡育成产业园
场长王鑫说：“我们已经完成设备调
试，包含自动照明、自动喂料、自动除
粪、自动喷雾消毒、智能化通风等系
统，饲养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都已经准
备到位，计划12月初鸡苗正式入园。”

玛纳斯县现代化蛋鸡育成产业园
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1870万元，建设
育成鸡圈舍6栋，每栋圈舍面积1348.8
平方米，安装智能育成鸡设备6套，每
栋圈舍均配备笼架系统、行车喂料系
统、饮水系统、自动清粪系统等设施。

广东地乡副乡长丁涛说：“我们
明年实施二期工程，主要包含四栋圈
舍、车库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二
期项目建成后，整个产业园鸡苗年出
栏量将超过100万羽。”

目前，该项目已经移交广东地乡广
东地村经济合作社进行管理，按照出租
圈舍收取租金模式与新疆玛河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为当地提供40
多个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增
收，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8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