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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县的春天，寒意开始消退。在
奇台县西北湾镇小屯村，辣椒种植户魏
吉光已带领村民们投入到紧张的育苗
工作中。春光里，大家用上了先进的点
种机，熟悉了生物防治技术，也让“全村
的骄傲”——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的“四平头辣椒”长势越发喜人。

三月的奇台，积雪一点点融进泥
土。上午九点，这是新疆的一大早，魏吉
光的育苗大棚里已经传出机械声。

“老曹，这个机子再干多长时间能
干完？今天点的籽怎么样？”

“再有40 分钟就完了，今天点得行
呢。”

魏吉光在大棚里已经忙活了大半
个月。今年，他花了两万多元引进了一
台滚筒式点种机，这种最新式的机子，
一小时可以播种1000穴盘辣椒籽。“最
早我们没有点种机的时候，育苗是把种
子用水浸种以后进行催芽，种子发芽以
后，我们用嘴含着，吹到那个穴盘里面，
再用筛子筛下细土，盖上两公分，等长
好以后，再把苗子拔下来，移栽到大田

里，那样费工又费时，苗子的成活率也
低。”

今年 50 岁的魏吉光是远近闻名
的辣椒种植大户。16 岁起，他就跟着父
母种地、种辣椒。魏吉光育的辣椒品
种，果面有四条棱沟，名叫“四平头”。
这两年，大棚从 6 座升级到 24 座，魏吉
光没少投入，也没少攒经验。“之前我
们一直是隔七天打杀虫药，那样虫子
产生的抗性也比较强，也不容易打掉。
现在用生物诱捕器，算好成虫排卵的
时间，进行一次性施药，基本上两次就
打得差不多了，有些病害可以通过菌
肥进行调理，有了抗病性，辣椒的口感
也更好。”

在小屯村，“四平头”辣椒家家户户
都种，但种出规模的，少之又少。魏吉光
一马当先，不但实证“种得多”的规模效
益，还从育苗出发，降低成本。按照现在
的市场价，一盘辣椒苗卖17元左右，而
自己育苗，成本大约是11元。今年，魏吉
光计划育苗2000万株。“今年我一个人
种植了 600 多亩地，还有合作种植的

400 多亩地，产量基本上都在四吨二三
到四吨半，一亩地纯收入 2000 元左
右。”

已到晌午，魏吉光见自家棚里的活
干得差不多了，又去隔壁马世新家的棚
里，帮忙看看点种机用得怎么样。

“这会儿的吸力气压是 2.1、2.2，你
调成1.8？”

“嗯，我看那籽多得很，我往小了调
了。”

在马世新眼里，魏吉光是“宝藏
邻居”。去年，禁不住魏吉光几番劝
说，马世新也搞起了育苗种植。刚起
步时，马世新手头资金不足，技术是
邻居教的，穴盘和点种机也是邻居借
的。马世新说：“他把机子给我们用，
没有掏钱，我们就给维护好。两个来
月，一个棚能收入1万块钱左右，时间
短、效益好。”

一年的收成好坏，在辣椒种子播下
去的那天起，就奠定了基调。每个大棚
的辣椒生长，魏吉光都格外上心。“就和
管小孩一样，幼苗的病也比较多，白天

温度高，晚上温度低，气温也不是很稳
定，管理起来得特别细心。”

小屯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空气
干燥、昼夜温差大，在得天独厚的条件
和精心管护下生长出的“四平头”辣椒，
皮薄肉厚，口感微辣偏甜，品质上乘。魏
吉光说，鲜辣椒每公斤能卖到一块七，
晾晒出的辣皮子一公斤能卖出50多元。

“第一批辣子下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在
大棚里晒一部分辣皮子，因为大棚里防
雨性比较好，蚊虫也很少，白天的时候，
大棚温度可以达到四十多度到五十度，
像这样晾下的辣皮子口感会更好，会更
香的。”

到5月初，这些喝着天山雪水、沐浴
着充足阳光的辣椒苗就可以到地头“安
家”。看着刚刚探出头的辣椒幼苗，魏吉
光还有更多热火朝天的计划。“我们想
的不光是育苗，还计划打造研学基地，
把大棚做成多种化经营，通过一二三产
的融合，带动乡村的旅游发展。我们小
屯村就是要打造一个‘辣’字，辣出激
情，辣出我们火红的日子！”

天山脚下的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有
“千年酒镇 酿造专家”之美称。新疆三
台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台
酒业）于此静静矗立二百多年。

推开酒厂厚重的大门仿佛打开了
一条时光隧道，醇厚的酒香裹挟着百年
时光扑面而来——268 年前，山西杏花
村烧酒艺人潘氏兄弟在酿酒作坊里挥
洒汗水的情景依稀重现。

从清代烧酒作坊到民国酒坊，从国
营酒厂到三台酒业，三台酒文化被一代
代传承。三台酒业董事长张开英1983年
接手至今，因时而变，顺势而为，以40年
之“功”造就新的传奇。

3月12日，天露熹微，蒸腾的雾气在
三台酒业清香型酒蒸馏车间外凝结成
霜，工人们甩着长把的大铁锹，有节奏、
快速地往蒸锅里添加酒醅……一幅热
气腾腾的酿酒场面极为生动。

酵缸满，酒香飘。出酒口处，酒如
溪流汇聚在接酒桶中，似在奏响一曲

“春之歌”。粉碎、拌料、装甑、蒸馏、接
酒……每一道工序，张开英都认真对

待，严格按标准要求操作。
蒸馏车间一墙之隔的地缸车间，

2000 多口深 1.5 米、直径 0.9 米的陶制
发酵地缸浑圆结实，埋入地下，缸口与
地面平齐。

“地缸发酵工艺有效隔离了土壤中
的有害细菌对酒醅的浸入影响，最本真
地反映粮食发酵的香味，使酒醅更加清
洁、干净、卫生、健康。”张开英说。

俗话说：“千年的老窖，万年的糟。”优
质的浓香酒离不开好的老窖池，连续不停
使用的老窖池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

记者来到建于 1985 年的“老窖车
间”，张开英弯腰捧起一抔窖泥，深褐色
的泥浆细腻润滑。他说，这抔窖泥，正是
百年老窖的“灵魂”。

三台酒业有地缸 2000 口，发酵窖
池 1800 个，最长连续生产时间已达百
年。根据不同香型，每批酒醅要在窖池
里面发酵 28 天到 60 天，通过周而复始
的轮转滋长，成为孕育美酒的温床。

“窖池深2.7米、长4米、宽1.8米，我
们定期用窖池渗出的酒液养护窖泥。这

些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活化石’，正是百
年老窖‘窖香突出’的秘诀。”张开英笑
着说道。

酒质有好坏之分，香型没有。一杯
上好的白酒，是恬淡芬芳的汇集，喝一
口，百般滋味浩荡绽放唇齿间，沿着喉
线入肚，四肢百骸激烈地呼应、欢呼，天
上地下，古往今来，人情冷暖……皆在
笑谈中。

在窖藏酒库，精选的景德镇紫砂陶
瓷缸深埋地下，恒温恒湿保藏着原酒。张
开英轻叩坛身，浑厚的回声如古琴余韵。

“这些坛子会‘呼吸’。”他抚摸着坛
口的“红盖头”说，“每年挥发微量的酒
液，换来的却是更醇厚的口感。”

“这个窖藏酒库有地下储酒容缸
2600口，现存宝藏原酒2000吨，保藏年
份最长的原酒已达70年，目前这里是西
北地区最大的保藏原酒基地之一。”张
开英说。

另一边的包装车间，机器声隆隆，
工人们正忙着洗瓶、灌装、检测、打包，
一派繁忙。

“1983年时，年产酒只有300吨，到
1996年产酒12500吨，至今我们都保持
着这个产量。”张开英说。

目前，三台酒业生产清香型北庭酒
系列、浓香型三台老窖系列、果酒系列、
营养酒系列 4 大品系近 300 个品种，建
成了遍布全国30多个省份的销售网络，
年均销售额超亿元。

2011 年，三台酒业被商务部授予
“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三台酒业传统
酿制技艺代代传承，生生不息，2014 年
又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3 年，张开英从用智能手机只
是停留在打电话、发短信，连微信、
QQ 都不用的“老古董”，摇身一变成
为拥有3万多粉丝的网络达人。这对于
年近八旬的他来说，是走向新世界的
勇敢一步。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张
开英转动手中一杯酒，透明的琼浆玉液
在灯光下泛起涟漪，“这杯酒是家乡大
地的馈赠。新的一年，我们要让这抹醇
香飘向更远的远方。”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吕
振江、王景报道：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
三十三届“世界水日”，3月22日至28
日是第三十八届“中国水周”。3月18
日，昌吉州2025年“节水中国行”主题
宣传活动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市举行，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群
众参与。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水利厅、昌吉
州水利局、昌吉州水利管理总站、昌
吉州呼图壁河流域管理处、昌吉州水
资源管理中心联合主办，昌吉市水利
局承办。活动以“推动水利高质量发
展，保障我国水安全”为主题，以“非
常之水 非凡之治”为宣传口号，旨在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水资源保护，践行
节约用水理念。

当日 11 时 30 分，启动仪式在汇
嘉时代昌吉购物中心负一楼拉开帷
幕。活动中，工作人员宣读了《2025年
节约用水倡议书》，并向广大群众和
单位发出节水号召。活动现场，工作
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宣传
展板、发放节水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等
形式，为群众宣传普及涉水法律法规
和日常节水小妙招，倡导大家从生活
点滴做起，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树立绿色生活新风尚。此外，昌吉市
清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还
现场讲解了节水计量设施的原理和
作用，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学习。

昌吉市民张丽丽说：“水是生命
的源泉，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资源。
作为昌吉市民，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平时多学习一些节约用水的生活小
妙招，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活动中，自治区水利厅及昌吉州
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为昌吉州节水

吉祥物“霏霏”揭彩。“霏霏”的造型灵
感来源于昌吉州地域特色，融合水文
化元素，蕴含着水利人的拼搏精神。
其头部为天山山脉，寓意昌吉州水系
发源于天山冰川；身披雪莲云肩，寓
意昌吉州水利事业似天山雪莲；脚踩
浪花纹样的“祥云鞋”，提醒人们节水
要从点滴做起；右手捧起水滴寓意节
水积少成多，左手佩戴莫比乌斯环，
象征节水事业没有终点。当日，昌吉
州节水吉祥物“霏霏”的表情包在微
信平台上线。

现场还同步开展了“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文艺宣传活动，通过精彩
的表演形式，将节水知识融入其中，
赢得观众的好评。活动最后，与会嘉
宾和现场群众纷纷在签名墙上签名，
发起节水倡议，并领取纪念品。

据悉，2024年，全州水库蓄水、农
业供水量同比分别增加 0.53 亿方、
0.65亿方，全州节水载体数量累计达
840 家，建成国家级公共机构水效领
跑者1家，自治区级节水型高校1家，
自治区级节水型企业 4 家，县域节水
型社会达标建设率 71.4%，超额完成
自治区“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60%的
目标任务。2024 年，全州水利项目建
设较 2023 年增长 52.89%，创历年之
最，年度地下水水位变幅2厘米，连续
两年实现止跌回稳。

昌吉州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陈亮表示，“中国水周”期间，全州水
利系统还将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
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五进”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向群众宣传普及
水资源保护相关知识，切实增强全民
珍惜水资源、爱护水资源、保护水资
源的意识，全力营造全民惜水、爱水、
护水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实习记者耿雅薇、通讯
员严梓铭报道：为强化社会保险基金
安全管理，3月14日，昌吉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昌吉州人社
局）开展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业
务培训会，来自全州各级人社部门的
28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重要论述，分析
研判社保基金安全形势。昌吉州纪委监
委派驻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
工作人员受邀参加会议并授课。

昌吉州人社局基金监督科科长

缑向南表示：“此次培训通过‘学、讲、
看’的教育模式，为全州社保业务干
部职工敲响了警钟，为全年社会保险
基金监督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今年2月，昌吉州人社局
组织昌吉州社保业务专家团队，以

“理论+实务+案例”模式，深入全州7
个县（市）开展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
控暨业务专题培训，836 名基层工作
人员参训。今年，昌吉州人社系统将
持续开展好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
行动，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促进社
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实习记者耿雅薇、通讯
员李瑞瑞报道：3 月 12 日，2025 年昌
吉市林业和草原局UTC无人机操作
员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4天，该局从
事资源监测、生态保护等工作的13名
干部参与培训。

本次培训特邀中国民航局认证的
多旋翼、垂直起降及固定翼无人机驾
驶执照签字教员团队授课。培训内容
涵盖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两大模块，
包括无人机基础知识、法规政策、航拍
技术等课程，并设置“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操作手合格证（UTC）”考核环节，
确保学员取得行业认可资质。在实践
操作环节中，学员将配备多旋翼训练
机，并在专业教员的指导下，重点强化
无人机起降、航拍、短行航线飞行及打

点飞行等技能，全面提升学员在荒漠、
多气象条件下的作业能力。

“这次培训能让我掌握一门新技
能，也让我看到了科技的无限可能。
我要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今后的森林
草原资源监测、防火巡护等工作中，
加强林草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干部许晓莉说。

“此次培训将进一步推动无人机
技术在林草资源监测、防火巡查、病
虫害防治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无人机
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林草资源管理的效率，为生态修复评
估及可持续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助力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
展。”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林长制办
公室主任李明表示。

本报讯 通讯员徐芯桐报道：在
冰雪消融、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无
人机施肥技术成为田间管理的“新
宠”，以其高效、精准的优势为小麦稳
产丰收注入科技动力。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六户
地村经济合作社的麦田里，工作人员
正在调试植保无人机，通过手机屏幕
密切监控无人机施肥作业。村民向无
人机肥料盒里添加化肥，随着无人机
的轰鸣声响起，冬小麦破雪施肥工作
正式开始。二工镇六户地村经济合作
社负责人余雷称，与传统的人工和机
械施肥方式相比，无人机施肥以其自
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等优势广受
欢迎，并且破雪施肥对小麦有一定的
好处，春季返苗快，后期麦苗产量就
可能大大提升。

无人机施肥技术通过精准点阵
式投放尿素，使肥料在低温条件下缓
慢释放，既规避了传统撒肥可能导致
的烧苗风险，又有效提高了肥料利用
率。待到冰雪消融，这层厚厚的“雪
被”为土壤带来了充足的水分，也为
提高冬小麦产量打下了基础。

今年二工镇种植冬小麦2.6万亩，
为确保冬小麦及时“吃”上返青肥，该
镇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
查看小麦苗情、墒情，确定追肥时间、
追肥量、追肥方式，落实好各项田间管
理技术措施，确保全镇粮食丰产增收，
打牢粮食安全基础。二工镇党委委员
杨存焕说：“我们针对不同地块分类施
策，采用机械、无人机等手段开展追肥
作业，全力做好冬小麦春季管护作业，
促进小麦稳产增产。”

昌吉州“节水中国行”

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宣传活动启动

昌吉州人社局

开展社保基金监督工作业务培训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

举办UTC无人机操作员培训班

吉木萨尔县

科技赋能助力春耕“加速度”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热辣辣”的春天
□本报记者 朱丽君 张鹏 周甜丽 通讯员 谢甜

三台酒业：百年酒企造就新传奇
□本报记者 王薇

3月12日，包装车间，工人正忙着洗瓶、灌装、检测、
打包。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3月12日，张开英向客户介绍三台酒系列产品。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3 月 12 日，清香型酒蒸馏车间，工人们往蒸锅里添加酒
醅。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3月12日，清香型酒蒸馏车间出酒口处，酒如溪流
汇聚在接酒桶中。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