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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足马力赶订单 跑出春耕“加速度”
本报讯 通讯员叶钰报道：当前，

随着春耕备耕工作的开启，滴灌带生产
企业迎来了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期。吉
木萨尔县各滴灌带生产企业正开足马
力，全力生产，以满足市场旺盛需求，为
春耕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在吉木萨尔县二工镇的丰禾源节
水材料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机器轰鸣
声此起彼伏，一条条崭新的滴灌带在自
动化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诞生”。工人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从原料的调配、加工，到产品的成型、检
验，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生产
出的每一条滴灌带都符合质量标准。

该公司负责人吕万伟介绍，工厂去
年冬季完成设备调试后，便提前对接农
户需求，目前订单量达3万卷，可满足10
万亩农田灌溉需求。目前，公司5条生产
线采用两班倒不间断生产模式，每日可
生产滴灌带300多卷，预计4月初完成全
部生产任务，为春耕生产打牢基础。

滴灌作为一种农业高效节水技术，

多年来得到了农户广泛推广和应用。通
过滴灌系统，水和肥料能够精准输送到
农作物根部，不仅可以大幅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浪费，还能有效降
低肥料用量，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因此，滴灌带产品在市场备受青睐。为

确保产品质量，滴灌带厂不断加大技术
研发和设备更新投入。

“我们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
仪器，对每一批产品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检
测，从原材料的筛选到成品的出厂，每一
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做到层层把关，只

有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农户的
信任，在市场站稳脚跟。”吕万伟说。

该公司不仅为春耕送去了“及时
雨”，更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通过“村
企联建”模式，企业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
业，已招聘技术工、操作员等13人，员工
月均工资达8000元左右。

二工镇大泉湖村村民阿里木说：“我
们家就住在附近，在工厂上班一个月能
挣七八千，多劳多得。”

目前，丰禾源节水材料加工有限公
司厂区已配套建设1800平方米回收加
工车间，采用环保型原材料和生产工
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年
处理废旧滴灌带 1500 吨，成功构建起

“生产—使用—回收—再生”的绿色闭
环。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加大推进滴灌
带回收工作，农资生产加工企业同步建
立滴灌带回收机制，春耕结束后，企业
将以“以旧换新”的方式回收废旧滴灌
带，经破碎清洗后实现原料循环利用，
减少农田白色污染，降低生产成本。

本报讯 实习生马军、通讯员张德
峰报道：近年来，吉木萨尔县以现代畜
牧业为抓手，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
品种改良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湖羊
养殖产业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在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旺农牧养
殖专业合作社，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湖羊
标准化养殖圈舍格外引人注目。圈舍
内，成年湖羊膘肥体壮，新生湖羊活蹦
乱跳，防疫员正仔细检查湖羊幼崽的生
长情况，并向养殖户普及科学养殖知
识。这一幕，正是吉木萨尔县推进现代
畜牧业发展的缩影。

2024年，养殖户顾霞明了解到湖羊
的养殖优势后，果断贷款购买了200只
生产母羊。

“湖羊每年可以产2次羊羔，我从去
年12月开始养殖200多只湖羊，到现在
已经产了100多只羊羔。”顾霞明兴奋地

说，“湖羊肉质细嫩、膻味小、肥肉少，广受
市场欢迎。我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
多村民一起发展养殖业，共同增收致富。”

为了推动湖羊养殖产业的健康发
展，吉木萨尔县二工镇积极鼓励合作社
和养殖大户进行湖羊养殖，并安排技术
员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从养殖技术指导
到春季防疫跟踪服务，技术员为养殖户
保驾护航，确保湖羊健康成长。

“我们不仅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定
期进行防疫检查，确保湖羊的健康和养
殖户的收益。”二工镇农业技术员王旭超
表示，“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管理，湖羊
的繁殖率和生长速度都有了显著提升。”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持续加强技术
指导，引导农户掌握科学养殖技术，推
动湖羊养殖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
发展。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鼓励更多农户参与湖羊养殖，带动村民

实现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吉木

萨尔县将湖羊养殖产业延伸到户，形成
了“大户带小户、户户有增收”的良好局
面。

吉木萨尔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伟兵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大对
湖羊养殖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湖羊养
殖向更高水平发展。通过政策扶持、技
术指导、品牌打造等措施，进一步扩大
湖羊养殖规模，提升湖羊肉的市场竞争
力，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工人将生产的滴灌带码放整齐，等待出厂发货。 □叶 钰摄

湖羊“咩咩”叫“羊财”要来到
——看小湖羊如何打通村民致富路？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旺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户顾霞明查看产下
的羊羔。 □张德峰摄

本报讯 通讯员扎依达·艾斯都
拉 毛福萍报道：为切实抓好农机安
全，提高农机驾驶人员安全意识，连日
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联合昌吉州、县
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农机审验工作，
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在农机审验现场，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检验流程，对所有参加年检的农
业机械落实人、车、牌、证“四见面”的
原则，对制动、转向、灯光、安全防护
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细致的检
查。同时，工作人员还从农机的维修、

保养、操作及农机购置补贴、报废农
机补助等方面政策进行了宣传讲解。

北庭镇古城村农机驾驶员陈佰生
说：“现在家门口就能审验，太方便了！
听了工作人员的政策宣传，让我对农
机安全和购买政策有了更深的了解。”

为了让农机驾驶员们少跑路、快检
验。北庭镇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分片区设
立了临时检验点，开展为期3天的“送检
下乡”服务活动，送检服务将覆盖全镇
700多台（套）农机。截至目前，已经完
成了312台（套）农机检验工作。

北庭镇

拧紧农机“安全阀”筑牢春耕“安全线”

本报讯 通讯员叶钰、龚向前报
道：近日，吉木萨尔县首场“北庭文化
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县第三小学。

活动中，随着浑厚的朗诵声响彻
教室，诗画舞蹈《诗赋千古韵》以“历史
剧场”的形式拉开帷幕。小演员们身着
汉唐服饰，通过“诗词诵读+情景演绎+
情景伴舞”的形式，将课堂化作穿越时
空的文化长廊，生动再现了岑参笔下
盛唐北庭都护府的雄浑气象。随后，舞
蹈《刀郎舞》《石榴相依》等节目轮番登

场，演员们用肢体语言，勾勒出多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

吉木萨尔县第三小学学生阿曼
卓力说：“今天的活动让我们重温了
深厚的北庭历史文化。在以后的学习
中，我将讲好北庭故事，以实际行动
当好‘北庭文化’的宣传员。”

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
让学生们感受到北庭历史文化的独
特魅力，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组织辖区党员干部群众等100余人，在辖区内开展
“整治人居环境 点靓美丽乡村”卫生整治活动，旨在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质增效。 □哈力达摄

吉木萨尔县开展“北庭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传承历史文化 焕发古城魅力

产羔18.4万只 全县羊存栏量25万只

接羔育幼生产忙 增收致富“喜洋洋”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苟彩霞报

道：近日，在玛纳斯县科萨畜牧发展有
限公司的羊舍里，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
羊羔或撒欢嬉戏，或打盹酣睡。2024年，
公司采用高频繁殖技术，产羔 1200 余
只，成活率在95%以上。

据悉，高频繁殖技术是打破母羊季
节性繁殖的限制，全年均衡生产羔羊，
充分利用饲草资源，使每只母羊每年所
提供的胴体重量达到最高值。这种生产
体系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发挥母羊的繁
殖生产潜力，依市场需求全年均衡供应

肥羔上市，资金周转期缩短，最大限度
提高养羊设施的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
率，降低成本。

科萨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高明
说：“今年计划与石河大学开展科研合
作，进一步提高科学养殖水平，强化疫
病防疫，提高羔羊的成活率，计划到年
底存栏量2000只以上。”

近年来，玛纳斯县积极实施牲畜品
种改良工程，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小区）建设，通过圈舍标准化改造以
及水、电、路、防疫、粪污处理等配套设

施建设，提高畜牧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水
平，羊羔成活率明显提高。

这两天，在凉州户镇西凉州户村，养
殖户罗成武正忙着给羊加料，确保新生小
羊羔健康成长。今年，罗成武共养殖了54
只萨福克品种生产母羊，目前已产羔68
只，预计到四月初羔羊总数将达到80只。

“萨福克品种的羊羔成活率有保
障，出肉率也高，到6、7月份就可以出栏
了。”罗成武说。

目前，玛纳斯县羊存栏量为 25 万
只，其中生产母羊 17 万只，已产羔 18.4

万只。预计四月初，全县接羔育幼工作
全面结束，羔羊总数将达到21万只。今
年，该县将持续深化“百千万”肉羊工
程，加快畜牧产业园多胎肉羊养殖基地
建设，抓好肉羊品种改良，推进畜牧产
业高质量发展。

玛纳斯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畜牧师雷小萍说：“我们将把品种
改良作为肉羊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争
取实现肉羊品种改良10万只，以科技赋
能畜牧业发展，实施畜牧业优种扩量行
动，推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报道：近年
来，玛纳斯县以发展特色农业为抓手，
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大力发展雪
莲菇种植产业。通过政府引导、技术支
持和村民积极参与，雪莲菇种植已成为
该村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
要产业。

近日，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上二工
村的大棚里，农户们正忙着铺设菌种、
调节温湿度，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通过科学管理，雪莲菇的产量和品
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农户们的信心也越
来越足。为确保雪莲菇种植的科学性和
高效性，玛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从菌
种选择、大棚搭建到温湿度控制、病虫
害防治，技术人员为农户提供“一对一”
服务，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标准化种植
要求。

“我们今年试种雪莲菇，刚开始心
里没底，但有了专家的指导，种植过程
顺利多了。”上二工村村民徐永贵一边
在大棚里忙碌，一边笑着说道。

雪莲菇种植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也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增
收渠道。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合作
社、参与种植等方式，实现了多元化收
入，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翻番。

“以前村里没什么产业，大家只能
靠种地或者外出打工。现在有了雪莲菇

种植，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日子越
过越有盼头。”村民范爱平高兴地说。随

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
入雪莲菇种植队伍，形成了良好的产业
发展氛围。

为提升雪莲菇的市场竞争力，上二
工村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探索“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村两委与福建
三明援疆前方指挥部共同拓宽销售途
径，打开销路，将雪莲菇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不仅要种得好，还要卖得好。”
玛纳斯县教育局驻玛纳斯镇上二工村第
一书记施新介绍，下一步，村里将加强与
大型商超和餐饮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
的销售网络，同时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提
升雪莲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雪莲菇种植不仅经济效益显著，还
具有生态效益。雪莲菇生长过程中不需
要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一种绿色健康的
农产品。上二工村通过发展雪莲菇产
业，不仅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还
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动能。

施新表示，“上二工村将继续扩大
雪莲菇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推动
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同时，村里还将探索‘雪莲菇+旅游’
的发展模式，打造集种植、采摘、观光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为乡村振兴
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雪莲菇撑起村民“致富伞”

近日，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上二工村的大棚内，农户种植雪莲菇。
□张海洋摄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报道：今
年，玛纳斯县社保中心积极推进社保
服务“就近办”工作，通过“社银合作”，
实现13项社保服务业务在银行“就近
办”，打造双向赋能的创新服务模式。

近日，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东关社
区居民王辉军来到建设银行玛纳斯
支行社保·银行一体化服务网点办理
第三代社保卡并申领电子社保卡业
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在家跟
前的银行就能办社保卡，对我们老年
人来说非常方便。”王辉军说。

该县社保中心与县域银行共同打
造的“社银通”服务平台，将社保服务
延伸到银行网点，实现了社保业务的
线上线下融合。现在在银行网点也可
以办理，大大缩短了办事时间，提高了
办事效率。

玛纳斯县社会保险中心主任秦
君兰说：“‘社银合作’就近办，把社保
经办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为群众提
供优质便捷的多元化服务，满足群众

‘就近办’、‘马上办’需求，实现‘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 通讯员仵佳闯报道：近
日，玛纳斯县举办2025年青少年科技
辅导员培训活动，来自该县各中小学的
40余名科技辅导员及科学教师参加。

培训中，授课老师以历届青少年
科技竞赛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详
细讲解了青少年科技竞赛的规则、注
意事项和新增竞赛项目内容，并采取
案例分析的形式，分享竞赛经验。授
课老师还开展了动手实践教学，耐心
指导学员们操作竞赛器材，并答疑解
惑，帮助他们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这次培训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
许多新的知识与技能。回到学校后，我
会将所学运用到日常教学中，带领学生

开展更多趣味十足的科技活动，充分激
发他们的科学创新潜能。”玛纳斯县第
二小学科学教师哈那提·木合塔尔说。

近年来，玛纳斯县通过举办各类
培训、竞赛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的
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此次培训班的
举办，将进一步提升全县青少年科技
辅导员教学水平，为青少年科技创新
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玛纳斯县科协干部孙丽说：“我
们持续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搭
建更多优质平台，提供丰富资源，培
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优秀人才，为玛纳斯县科技教育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社银合作“就近办”服务群众“零距离”

玛纳斯县

举办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训活动

近日，玛纳斯县文化馆开展下基层免费开放培训活动。培训内容涵盖现代
舞、民族舞等多种风格舞蹈，舞蹈老师为学员讲解舞蹈动作。 □苟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