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马军 □版式/任宝红 □审校/刘军04 吉木萨尔新闻

□编辑/马军 □版式/任宝红

□审校/刘军玛纳斯新闻

虫害滋生、占地烧不得？小机器破解老难题

葡萄枝条“吃进”粉碎机“吐”出有机肥

“田保姆”让农民“慧”种地

22.6万亩玉米春播按下加速键

老台乡

同吃“连心饭”共叙邻里情齐赞家乡美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徐芯桐、
马晓丽报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各乡
镇抢抓农时，利用现代化农机装备开展
覆膜玉米播种作业，全县22.6万亩玉米
播种加速推进，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春耕
春播景象。

二工镇六户地村村委会副主任周
建兵说：“我们六户地经济合作社今年
总共种植了6200亩地，有商品玉米、小
麦、打瓜、制种玉米等农作物。播种机安
装了玉米精量播种、施肥控制等系统，
能同时进行播种、施肥、滴灌、覆膜，大
大提高了作业效率，节省了人工。预计
到四月底基本上全部种完。”

在玉米播种机精量播种作业的同

时，当地采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
在两行玉米之间铺设滴灌带，可以节
水 50%左右。同时当地推广使用高密
度加厚地膜，在防病抗虫和抑制杂草
生长的同时，每亩地可增产二十公斤
左右。

在二工镇六户地村的玉米播种地
里，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拖拉
机牵引着播种机，正按照预先设定的线
路进行精量播种。精量播种不仅提高了
播种效率和精度，降低了成本，还为后
期机械化田管和机械化采收奠定了基
础。看着合作社的“田保姆”团队作业，
种植户们不禁感慨：“从前种田全家上
阵，现在一个电话全搞定。”

为更好服务春耕备耕工作，六户地
村采取“村集体+合作社+流转土地”的
模式，联合吉木萨尔县玉亩良田生态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从统一采购农资、农机
作业、收储烘干、农机租赁到统一销售
农产品，农户只需支付托管费用，便可
享受“田保姆”全链条服务。通过提供集
中服务，帮助农民完成“干不好”“干起
来不划算”的服务环节，加快土地集约
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助推乡村振兴发
展的步伐。

“我们六户地经济合作社种植模式
重点依托社会化服务这一模式来整合
农机资源。我们现在整合了联合收割机
4台，大马力拖拉机有5台，依托社会化

服务环节，我们从每亩地中能节约成本
将近100元。全部由我们的公司来统一
集中管理，经济合作社提供服务。”吉木
萨尔县玉亩良田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余雷说：“我们现在用的地膜
都是高密度加厚膜，它的优势就是保温
保墒，除草效率高，同时也能节约一部
分人工开支。”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认真落实各项
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据了解，今
年吉木萨尔县预计共种植玉米 22.6 万
亩，其中商品玉米 22.1 万亩，制种玉米
5000亩，玉米主要集中在二工镇、北庭
镇、三台镇、庆阳湖乡、老台乡等乡镇。

本报讯 通讯员杨天文报道：近
日，在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热敏灸治疗
室，医护人员正通过平板电脑操控热敏
灸机器人，对病人进行热敏灸治疗。

“这个热敏灸机器人治疗效果非常
好，我胃不舒服，连着在中医院做了几
天治疗，感觉好多了。”患者刘颖的亲身
感受，印证了这一创新技术的临床应用
价值。

这款热敏灸机器人宛如一位技艺
精湛的中医师，其机械臂可以灵活地模
拟人工操作，通过摄像头找准穴位，定
点施灸，并且可以实现标准灸法，施灸
手法也与医生的手法一模一样。在实际
应用中，面对大量有需求的病人，医生
也分身乏术。热敏灸机器人不仅极大地
减轻了医生的工作负担，将其从烦琐的
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还巧妙地解决
了传统艾灸过程中烟雾缭绕的困扰，为
患者营造了更为舒适的治疗环境。

据了解，热敏灸机器人是依据陈
日新教授“腧穴敏化”“灸之要，气至而
有效”“辨敏施灸”原创理论，结合现代
AI 技术，植入陈日新教授的 28 种单、
复式得气手法，实现热敏灸“探敏定
位、辨敏施灸、灸敏得气、敏消量足”技

术要求，热敏灸机器人能够根据不同
病症、不同穴位的不同艾热得气特性，
长时程精准施灸，得气快，得气强，得
气舒适，得气后效应长，充分发挥热敏
穴位的放大效应，激发机体内源性健
康潜能。同时，它还能解决人工操作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影响热敏灸疗效发
挥等问题，从而推动灸疗技术在基层
快速普及。

“我们引进的热敏灸机器人相比于
传统人工持灸，有效避免了烫伤等风
险，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消耗，自引进以
来，临床效果明显，受到了患者的一致
好评。”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医
师王勤学说。

为了解决热敏灸治疗中医疗力量
不足的问题，2024年吉木萨尔县率先引
进由江西中医药大学陈日新团队最新
研发的热敏灸机器人，助力吉木萨尔县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自投入使用以来，热敏灸机器人已
服务近千名患者，临床数据显示其有效
率达95%，患者满意度高达98%。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始终将中医药
事业发展置于重要位置，秉持以群众健
康为核心的理念，聚焦中医药发展的关

键环节。通过合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大力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等一系列有力
举措，持续强化基层中医药诊疗服务体
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显著改善了群众的就医体验。

今年吉木萨尔县将推进建设中医
智能化系统进行中医诊疗赋能、药事

赋 能 和 监 管 赋 能 ，这 一 创 新 举 措 让
“基层医生开出专家处方”“医疗机构
共享一个中药房”“百姓不出村享受
中医健康服务”成为现实，同时还提
供中医智能辅助诊断、远程会诊、转
诊等业务支撑，切实打通中医药服务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通讯员叶钰、杨婷报
道：近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在金马
驹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以最具

“烟火气”的方式，开展了一场以“党
引吉厦连心路·长桌共铸睦邻情”为
主题的“北庭枫桥·近邻连心宴”活
动，架起邻里之间的“连心桥”。来自
老台乡各行政村和幸福互助院的各
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共话家乡变
化，共叙美好情谊，共享美好生活。

居民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
美食，一边交流谋划着乡村未来的发
展。活动中，来自各行政村的党总支

书记以“晒家底”的形式，汇报了各村
在党建引领下，村集体经济壮大、民
生工程落地、文化惠民成果等亮眼

“成绩单”。人大代表们用接地气的语
言、身边的事例，描绘了家家户户住
上了富民安居房，柏油路通到了家门
口的新时代新农村的和谐新画卷。

文艺表演中，各族群众带来了
《中国范》《缤纷趣舞欢乐汇》等节奏
欢快的歌曲舞蹈。还有充满乡土特色
的“男子背化肥”“女子背玉米”等趣
味游戏项目，让各族群众同场竞技，
欢声笑语不断，拉近了邻里距离。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佘文珠报
道：这几天，随着气温持续攀升，玛纳斯
县凉州户镇西凉州户村的桃农们抢抓
农时，有序推进 1600 亩桃树的揭帘开
墩、清园整枝工作，给千亩桃树脱去“冬
衣”换“春装”，为今年桃子丰产丰收奠
定基础。

近日，在村民魏翠红的桃园里，几
名工人正忙着揭开覆盖在桃树上的草
帘，并及时清理桃园内的枯枝落叶，让

“冬眠”的桃树尽情沐浴春天的阳光。
“剪枝可以优化桃树的树形，不仅可以

增强桃树的通风透光性，还可以减少病
虫害的发生，确保桃树通风透光，促进
其健康生长。”魏翠红说。

玛纳斯县凉州户镇西凉州户村素
有“桃花村”的美誉，这里光照充足，土

壤富含微量元素，十分适合桃树生长。
这里产出的桃子色泽鲜艳、汁多味甜，
远销疆内外市场。目前，全村有 26 户
桃农，种植了蟠桃、油桃、水蜜桃等 20
多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 6 月中旬持

续到 10 月中旬，年产鲜桃 400 多吨，
亩均效益超 5000 元。凉州户镇西凉州
户村村民张立江说：“今年气温回升
快，花期可能会比去年提前，果实也会
早熟一些。”

近年来，凉州户镇按照“一村一产”
“一村一特”发展规划，做好“桃文章”，
激活“桃经济”，积极发展以“春赏花、夏
摘果”为主的乡村旅游业，走出一条“特
色种植+观光采摘”的农旅融合之路，村
民依靠发展桃产业实现了增收致富，日
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 通讯员胡伟杰、苟彩霞
报道：连日来，玛纳斯县人民医院急
救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人
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奋战在
施工一线，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在玛纳斯县人民医院急救能力
提升建设项目现场，工程机械轰鸣，
大型吊机有序作业，近百名工人正在
进行三层顶板钢筋绑扎及附属用房
建设作业。“项目已全面复工，我们在
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全力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建成投用。”

项目负责人陈彦强说。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4954 万

元，总建筑面积约5800平方米，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一座四层门诊综合楼及
配套建设医疗垃圾站等附属设施。项
目将于今年8月30日整体完工投用。

玛纳斯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赵明军说：“我们将依托该项目，持
续改善县域医疗设施，同时引进先进
诊疗技术、培养专业人才，进一步提
升医疗服务效能，为群众提供更优
质、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报道：玛纳
斯县是“中国葡萄酒之都”，也是全国首
家酿酒葡萄认证小产区，往年，葡萄种
植基地里产生的废弃枝条是令农户头
疼的存在。成堆的葡萄枝条堆放在一
起，不仅会滋生虫害，还占地方，影响美
丽乡村的打造。今年，玛纳斯县园艺场
千亩酿酒葡萄小产区引进木屑粉碎机，

有效解决了废弃葡萄枝条堆放、焚烧污
染环境所带来的问题，降低肥料成本，
提升葡萄品质。

4月13日，在园艺场千亩酿酒葡萄
小产区田地里，新疆天园农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从河南省引进的新型木屑粉
碎机正在对400亩废弃葡萄枝条进行粉
碎。“我们将挖出来的葡萄枝条就地粉

碎，掺些复合肥后抛撒到地里，增加土
壤肥力，实现变废为宝。”新疆天园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葡萄种植户范广
亭说。

据介绍，这种木屑粉碎设备还可通
过添加发酵菌，提升秸秆还田的有机质
含量，不仅降低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提升土地有机质，还能降低种植成本。

这一技术避免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保高效，对推动农业生态可循环发展
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园艺场千亩酿酒葡萄小产区共种植
葡萄6500亩，年产量7500吨。今年，玛
纳斯县通过木屑粉碎还田等技术，实现
葡萄种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索出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农业新路径。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曹晓宇报
道：今年，玛纳斯县六户地镇推动鹅产
业扩量提质，让蛋鹅养殖成为村集体增
收、村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近日，六户地镇三岔坪村蛋鹅养殖
场的 2000 只五龙鹅完成疫苗接种，技
术人员每日定时补充营养饲料，确保其
尽快恢复状态，提高产蛋量。三岔坪村
党支部副书记庞雪萍说：“目前我们日
均收蛋120枚，预计半个月以后，鹅蛋产
量就恢复正常了，每天能收200多枚。”

去年秋季，该养殖场购进了800只
五龙鹅，总存栏量达2000只。经过一个
冬季的科学饲养，这批鹅即将进入产蛋
期。“我们的蛋鹅养殖周期是三年，今年
是第三年，到秋天出售第一批 1200 只
鹅，同时新增2200只，届时总存栏量可

达3000只。”庞雪萍介绍。
近年来，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三

岔坪村联合土炮营村投资50万元，将三
岔坪村一处废旧砖厂建成占地10亩的
蛋鹅养殖场，并与兵团第八师147 团宏
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大
力发展蛋鹅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
增长。

庞雪萍说：“今年，我们计划继续加
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新
建圈舍一座，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加强
与企业合作，加大品种改良，力争日产
蛋量突破500枚，将鹅产业培育成富民
强村的支柱产业。”

六户地镇三岔坪村蛋鹅养殖场
2000只五龙鹅羽翼丰满，健康强壮。

□邢振江摄

大力推进中医智能化建设

热敏灸机器人“上岗”替代28种人工手法

本报讯 通讯员扎依达·艾斯都
拉、赵静报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总
医院北庭镇分院组织专业医疗团队，
深入居民家中，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上门健康体检、随访服务，以
实际行动传递党的关怀与关爱。

每到一户，医务人员仔细检查老
人的身体各项指标，耐心询问日常健
康状况，认真做好健康记录，用专业
的服务为老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
时，医务人员还向有需求的老年人免
费发放了拐杖、血压计等辅助用具，
为行动受限的患者发放了握力器、坐

便器、尿壶等设施，确保服务能真正
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总医院北庭
镇分院联合镇政府与村委会，针对辖
区内行动不便的老人开展全面摸底
调查。通过对139位65岁以上老人进
行细致入微的健康评估，依据每位老
人的个性化需求，精准发放医疗辅助
物资，将关心关爱落实到细微之处。

据统计，吉木萨尔县总医院北庭
镇分院此次下乡关爱老人活动将持
续一周，预计发放拐杖、血压计、坐便
器、握力器等生活辅助器材380件。

吉木萨尔县总医院北庭镇分院

健康义诊上门 精准发放医疗辅助物资

图为医护人员在操作热敏灸机器人为患者做治疗。 □杨天文摄

凉州户镇蹚出农旅融合之路——

做好“桃文章”激活“桃经济”

废旧砖厂变身养殖基地 村企联建激活集体经济

六户地镇发展鹅产业 村民致富“向天歌”

4月13日，在玛纳斯县凤凰广场，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开展亲子运动会。随着
气温逐渐升高，玛纳斯县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县城各处的广场和公园，跳广
场舞、举办亲子运动会，强健体魄，尽情享受着春日的美好时光。

□张海洋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王富全
报道：连日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建
昌保鲜专业合作社千亩海棠果园的
果树修剪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昌吉州特色林果提质增效专家技术
服务团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
精准技术指导，助力科学管护，促进
增产增收。

在果树修剪现场，种植户在州、
县农技人员的示范指导下，熟练地剪

除病弱枝、疏剪过密枝，并结合果树
长势科学调整树形结构。农技人员还
为种植户制定了全年管护方案，提升
坐果率和果实品质。

作为玛纳斯县特色林果主产区
之一，包家店镇黑梁湾村的香妃海棠
等品种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金果
果”。通过科学修剪，不仅能优化树体
结 构 ，还 能 显 著 提 升 果 树 通 风 透
光率。

吉木萨尔县红十字会

器官捐献登记站揭牌 爱心架起生命延续桥

本报讯 通讯员何永泉、杜川
江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红十字会
在县总医院新院区门诊大厅举行人
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登记站授牌仪
式。搭建起爱心捐献者与医学需求
者之间的桥梁，让更多生命得到延
续的希望。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

咨询台，工作人员向前来参加仪式的
群众发放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手册，并
详细讲解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包括
器官捐献的概念、流程、条件以及对
捐献者和受捐者的意义等，吸引了众
多群众驻足了解。许多群众在听完讲
解后，对器官捐献表示出浓厚兴趣，
并现场咨询相关登记事宜。

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建设急救能力提升项目

改善县域医疗设施 提升医疗服务效能

包家店镇

专家田间传授技术 科学管护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