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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阜康市水磨沟乡水磨沟村，有这
样一位牧民，他像戈壁红柳一样，扎根
贫瘠土地，顽强生长。他叫阿德力别克·
哈列里，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骆驼
别克”。这个名字背后，是他从困境中突
围，带领村民走向富裕的动人故事。

曾经，阿德力别克只是当地屠宰场
的普通批发员。2002年，命运给他沉重
一击，屠宰场倒闭，25 万元巨额债务如
大山般压来。他心急如焚，赶忙变卖家
中牛羊还债，可债务窟窿依旧巨大，最
后仅剩下3峰骆驼。

绝境之中，国家“小畜换大畜，游牧
定居”政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阿德力
别克的前路。当时，骆驼养殖市场尚属
空白，他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商机，带着
家人一头扎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靠着
顽强意志，独自搭建毡包，四处寻找水
源，种下树苗，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戈壁
拓荒。

创业之路荆棘丛生。一开始，挤奶时
间和方式不当，导致骆驼产奶量波动剧
烈。但阿德力别克没有被困难吓倒，从最
初早晚各挤一次奶开始摸索，经历无数

次失败，终于发现凌晨4点、晚上8点挤
奶，产奶量最高。后来，他引入科学挤奶
器，进一步提高效率。在饲料方面，也是
反复试验，找到了最适合的喂养方法。

解决了养殖难题，销售又成了新挑
战。在乡亲们帮助下，他带着骆驼奶到
天山天池景区售卖。随着口碑传开，慕
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他的骆驼养殖
事业逐渐有了起色。第二年，骆驼数量
从3峰增长到15峰。但阿德力别克的志
向远不止于此，他把目光投向那些和曾
经的自己一样深陷困境的乡亲。他挨家
挨户劝说，鼓励大家尝试骆驼养殖，开
拓致富新途径。

起初，村民们对骆驼养殖致富心存
疑虑，无人响应。阿德力别克没有放弃，
他把邻居家生活困难的大儿子叶斯拉
提·帕提汗接到家中，不仅管吃管住，还
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甚至垫付资金购
买了13峰骆驼.第二年，叶斯拉提·帕提
汗便收获满满，如今骆驼养殖规模已有
50 多峰。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纷纷
加入养殖队伍。

2007年，阿德力别克建立起稳定销

售渠道，养殖技术也愈发成熟。为带动
更多牧民致富，他把骆驼借给牧民，毫
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免费提供销售渠
道。在水磨沟乡政府大力支持下，阿德
力别克牵头成立了阜康市阿德力别克
骆驼养殖合作社，带领16户养殖户走上
规模化养殖道路，存栏骆驼120余峰。为
扩大规模，他到南疆学习取经，回来后
在多地开设分店，将驼奶远销南北疆。
在他努力下，合作社影响力不断扩大，
骆驼养殖规模持续攀升。

到2010年，合作社已颇具规模，拥
有近200峰骆驼，日产驼奶200多公斤，
社员 25 户左右，年收入近 100 万元。阿
德力别克也先后荣获昌吉州劳动模范、
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并于2011年获评
优秀科技带头人。他积极组织牧民开展
专业化学习，聘请专业人士授课，全面
提升社员素质。他号召村民投身骆驼养
殖、驼奶销售、饲料加工等领域，一心推
动共同富裕。

2014年，阿德力别克被评为农村科
普带头人，他更加积极地将新技术、新科
技引入骆驼养殖业。他不辞辛劳，挨家挨

户宣传科学养殖，耐心指导养殖户使用
现代化设备。在他推动下，水磨沟乡骆驼
养殖户超过100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力辐射周边县城乡村。为增强市场
竞争力，他与大型企业合作，成立骆驼收
购站，统一管理驼奶销售，引入先进设
备，大大降低牧民销售风险。

事业蒸蒸日上时，生活再次给了他
考验——妻子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那
段时间，阿德力别克心力交瘁，满脸沧
桑。关键时刻，发小郭英宏和马阿丽夫
妻俩主动借给他 20 万元，帮他渡过难
关。2024 年，阿德力别克的骆驼养殖数
量达180余峰，在他引领下，本村骆驼数
量突破 2000 峰，骆驼养殖产业成为村
里的支柱产业。他始终不忘初心，心系
乡亲，对困难家庭，在现金、技术、饲料
等方面慷慨相助。

如今，阿德力别克又立下新目标
——将骆驼养殖打造成全乡的品牌产
业，推动骆驼养殖产业化、区域化。他以
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戈壁滩上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传奇，带领乡亲们奔赴更加美
好的未来。

戈壁滩上的“骆驼传奇”
□本报通讯员 王筱庆

本报讯 通讯员魏鹏慧、于婉迪报
道：眼下，阜康市各农资企业铆足干劲，
加快生产和储备地膜、化肥、种子等各
类农资，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应充足。

在阜康市准葛尔柏多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地膜生产车间，3 台立体式制
膜机轰鸣作响，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
行收卷、包装、称重等工作。公司总经理
李庆飞说：“全自动生产线24小时不间
断生产，日产量达10吨，目前已储备了
1200吨地膜。”

该公司是一家主要加工生产棉花收
割机包装膜、农用地膜等产品的企业，年
产农膜超过2000吨，产品畅销阜康市、

阿克苏市、博乐市等地。公司今年与新疆
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全
生物降解地膜，这一产品能够满足新疆
绝大部分作物的种植需求。李庆飞说：

“生物降解地膜是一种新型产品，采用可
降解材料制成。它在延续传统地膜增温、
保墒、除草功能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农
作物产量。而且，这种地膜能被微生物自
然分解，既环保又免去了残膜回收的繁
琐流程，是农业生产的理想选择。”

截至目前，阜康市已调运和储备
258 吨种子、4571 吨化肥、12 吨农药、
799.4 吨地膜、2280 吨滴灌带等春耕物
资，预计3月中旬完成调运和储备工作。

鼓足干劲抓生产
齐心协力备春耕

在 2024 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的
舞台上，闪耀着来自昌吉市第八小学的
两颗新星。1月16 日至21日，在郑州举
办的这场机器人领域的顶级赛事中，该
校四年级（1）班学生张熙源和王坤一路
过关斩将，凭借默契配合与卓越表现，
勇夺小学组“夺宝奇兵”项目一等奖冠
军。这一殊荣，不仅是对两位少年的褒
奖，更是昌吉州科技教育蓬勃发展的有
力见证。

课堂育梦，赛场逐光：

科技教育的生动实践
张熙源和王坤的夺冠并非偶然。

2023 年，他们初次邂逅机器人，便在心
中种下了科技的种子。仅仅一年多时
间，他们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的最
高领奖台上绽放光芒。这一路的蜕变，
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是彼此间
的默契协作，更是昌吉州科技教育扎实
推进的生动写照。

昌吉市第八小学信息科技老师李
文广说：“学校开展科技教育，目的在于
点燃学生的兴趣之火，培养他们的动手
能力与创新思维。借助机器人、无人机
等项目的训练，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求
知，在竞赛中成长。”

在昌吉州，各学校严格落实国家规
定的科学类课程，采用启发式、探索式
教学，激发学生的深度思维。以课堂为
核心阵地，优化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在
探究实践中学习，积极开展跨学科主题
学习，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中
小学实验教学也不断革新，教师演示实
验与学生分组实验实现100%全覆盖。

同时，昌吉州 145 所中小学将科学
教育融入课后延时服务，依据办学特色
与学生兴趣，开设了如创客机器人、趣
味软件编程、人工智能等164个社团，为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科技探索空间。

兴趣启航，能力进阶：

科技教育的全面升华
科技教育进课堂，不只是知识的传

递，更注重实践能力的锻造。以张熙源
和王坤为例，三年级时接触机器人项

目，经过一年多的磨砺，他们不仅掌握
了专业技能，更培养出了默契的团队协
作能力。张熙源作为指挥员，把控全局；
王坤凭借出色的手脑协调与执行力，成
为团队的中流砥柱。这种能力的培养，
正是昌吉州科技教育进课堂的核心目
标。

近年来，昌吉州积极开展科普教育
实践活动，举办中小学科技节、创意编
程与智能设计大赛、科技创新大赛等。
常态化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普讲
座、科技研学实践活动100余场次，覆盖
全州16万余名学生，极大地增强了师生
的科技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此外，昌
吉州还与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
校紧密合作，开展科学实验与实践活
动，搭建中小学科创成果培育通道，组
织师生参加高校科学营、科技培训与赛
事活动。2024 年，昌吉州荣获自治区级
以上奖项196人次，其中国家级奖项38
人次，中小学科技创新成果全面开花。

学校发力，社会协同：

科技教育的加速发展
近年来，昌吉州的科技教育跑出

“加速度”，学校将科技教育的触角延伸
到社会，这离不开教师队伍素养的提
高。

不仅如此，昌吉州实施中小学教师
科学素养提升行动，定期组织教师参加
科学教育培训，强化科学教师（包括兼
职教师、实验管理员）培养。构建“馆—
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在全疆率先实
施中小学科技人才贯通培养计划，组建

“一条龙”培养联合体13个。截至目前，
昌吉州累计创建自治区青少年科技活
动特色学校17所、自治区青少年科技活
动示范学校 4 所。2024 年，阜康市入选
全国首批科技教育实验区，昌吉州的 5
所学校入选全国科技教育实验校。

从兴趣激发到能力提升，从课堂实
践到社会拓展，昌吉州科技教育正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筑牢根基。未来，昌吉州
将继续深化科技教育改革，培养更多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科技人才，为
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布尔兰报道：为深
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牧
民科学素养和生产技能，2月14日，昌
吉州融媒体中心《学习与科普》杂志
编辑部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市庙尔沟
乡和谐二村开展“科技之冬”科普宣
传活动。

活动中，杂志编辑部工作人员通
过赠送书籍、开展讲座、现场指导等
形式，将牲畜养殖技术、林果种植技
术、生活健康指导等实用技术送到牧
民帐篷边、农民炕头上，为寒冬增添
了一抹“科技暖阳”。

和谐二村村干部努尔布拉提说：

“杂志编辑部工作人员举办的‘科技之
冬’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还给村民
赠送了200余册科普杂志和书籍，为基
层群众普及了实用的科学种植养殖技
术和健康生活知识，让大家受益匪浅。”

和谐二村村民吐尔逊拜说：“科
普讲座通俗易懂，为我们生产生活、
种植养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真正解
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

接下来，《学习与科普》杂志编辑部
工作人员还将深入昌吉市各乡镇、村，
为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技下乡”服务，切
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为
农牧区的乡村振兴提供科技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杨涛、于婉迪报
道：2月17日，阜康市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成功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现
场招聘会，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起高
效沟通的桥梁，全力推动就业工作。

招聘会为各企业精心搭建了专
属展位，同时设置了“就业咨询站”

“创业政策讲解”“求职登记”等多个
特色服务区。通过提供专区化、联合
化、互动化的服务，营造出舒适、便捷
的就业服务环境，让企业与求职者都
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体验。

求职者刘超表示：“这次招聘会
的规模很大，现场有很多企业，提供
的岗位也十分丰富。我今天面试了两
个储备管理岗位，期待能收到录用通
知，开启新的职业生涯。”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天龙矿业、新

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众合
股份有限公司等24家企业参与，提供
630多个招聘岗位，涵盖多个领域。现
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阜康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张雪说：“前期，我们深入各学校
了解高校毕业生的情况，并与各大企
业的岗位需求进行精准匹配。通过这
样的方式，切实有效地为求职者和企
业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就业供需
精准对接。”

此次春风行动招聘会，不仅为求
职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企业解决
了用工需求，对阜康市的就业稳定和
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阜
康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继续开展
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更多求职者
实现就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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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阜康市准葛尔柏多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膜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将地
膜装车。 □魏鹏慧摄

春风送岗促就业 供需对接创双赢

2月17日，求职者在招聘会上了解企业情况。 □于婉迪摄

数字技术进课堂 教师培训促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张鹏、任孟豪报

道：2月14日，阜康市教育局举办阜康
市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暨山西“晋
师润瑶池”援疆教师名师工作室交流
活动，旨在全方位提升教师的数字素
养与信息化教学能力。

培训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在阜康市第一中学、第三小
学和晋阜小学同步开展。此次培训采
用集中学习、主题讲座、小组讨论以
及实操练习等多元化形式，覆盖全市
中小学各学科段的1200余名一线教

师。培训内容丰富多样，包含人工智
能在教学中的应用、智慧教育平台的
使用方法、数字资源整合与创新教学
技巧等多个领域。

为确保培训质量，活动特别邀请
了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贾进珠和山西省
晋中市榆次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副主
任李慧婕进行专题授课。两位专家结
合大量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数
字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技巧，为
教师们提供了极具实操价值的指导。

《学习与科普》杂志编辑部

开展“科技之冬”科普宣传活动

昌吉市科协举办“科普母亲”培训活动

2月18日，昌吉市科学技术协会在三工镇举办“科普母亲”培训活动。
□本报实习生 马 军摄

科技教育绽芳华 昌吉学子竞风流
——从世界机器人大赛冠军透视昌吉州科技教育发展

□本报记者 廖冬云

本报讯 实习生马军、通讯员赵
琼报道：2月18日，昌吉市科学技术协
会在三工镇举办“科普母亲”培训活
动，以“健康科普+艺术疗愈”的创新
形式，提升乡村女性科学文化素质，
发挥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活动邀请昌吉市人民医院妇科
副主任医师王霞举办女性生理保健
专题讲座。王霞结合丰富的临床经
验，深入讲解妇科常见病预防、女性
健康管理以及“两癌”筛查的重要性，
引导乡村女性树立科学健康理念，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

在心理健康讲座环节，昌吉市人
民医院心理健康科副主任医师王丽
围绕女性心理调适与压力管理，讲解
了情绪产生的原因，通过大量案例，
分享了压力管理和情绪调适的方法，
引导女性学习科学的情绪管理、家庭
沟通及自我成长的方法。

在科普知识有奖竞答环节，村民
们踊跃答题，现场气氛热烈。该环节既
检验了学习成果，又激发了大家继续
学习科普知识的热情。插花活动中，大
家巧妙地搭配康乃馨、向日葵等花材，
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艺作品。

2月17日，昌吉市第八小学老师李文广（中）和学生张熙源（左）、王坤（右）探讨
“夺宝奇兵”战术。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2月17日，昌吉市第八小学学生张熙源（左）、李文广老师、王坤（右）一起展示冠
军奖杯。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