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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近日，吉
木萨尔县大有镇羊肚菌种植基地里，村
民穿梭于菌棚菌垄间，小心采摘着顶着
褶皱菌盖状如羊肚的羊肚菌。这些新鲜
的羊肚菌很快就会走上北京、深圳等地
居民的餐桌。

大有镇距离吉木萨尔县城23公里，
地处南部山区逆温带，独特的气候与优
越的自然环境为羊肚菌生长提供了理
想条件。2020年，大有镇从福建、河南先
后引进三众食用菌、九龙山生物等企
业，采用“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盘活全乡550座闲置大棚建设羊肚

菌种植基地。
“每年 4 月初至 5 月底是羊肚菌采

收季节。今年羊肚菌产量较去年增加三
分之二，亩产一吨，鲜菇每公斤200元左
右，主要销往云南、北京、广州、深圳等
地，一直供不应求。”昌吉九龙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向国介绍，公司采
取“提供菌种技术、回收产品”经营模
式，分别在昌吉州、伊犁州、阿勒泰地区
建起了多个羊肚菌种植基地，未来将以
吉木萨尔县为核心引领全疆羊肚菌产
业的发展。

如今，大有镇已建成 4 个羊肚菌种

植基地，出菇大棚面积达875亩。在采收
高峰期，4个基地每天用工150多人，有
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加村民收入。

大有镇渭户村村民李小红蹲在菌
垄间，熟练地将成熟的羊肚菌摘下，放
入身边的竹篮，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她说：“我在这儿干了两年，一天能
挣 140 块钱，一个月下来有 4000 多元
收入。”

为延长产业链，2024年在厦门援疆
分指挥部支持下，大有镇投资2200万元
建成食用菌保鲜库、烘干房、菌种实验
室及菌袋加工厂，形成可年产营养袋

600 万个，处理干菌 50 吨、存储鲜菌
200 吨的产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打
破了羊肚菌上市的季节性限制。

“2025年，我们计划新建1000座标
准大棚，带动100户以上农户入驻基地
种植羊肚菌，帮助每户增收 2 万元以
上。”大有镇党委委员王艳介绍，他们还
将建立新疆农业大学食用菌博士后工
作站，注册“天山一号”羊肚菌商标，依
托优惠政策和食用菌产业园项目，扩大
羊肚菌种植规模，完善培育种植、冷藏
烘干、精深加工、配送销售全产业链，全
力打造“羊肚菌之乡”。

5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
木垒县博斯坦乡春秋牧场上。牧民马木
尔别克·京斯驾车带着病羊出发，急匆
匆赶往博斯坦乡“流动代表之家”。

“医生，我这只羊昨天还好好的，今
早突然喘得厉害……”马木尔别克·京
斯话音未落，博斯坦乡农业（畜牧业）发
展服务中心兽医、乡人大代表马合沙提
已快步迎出，他一边查看病羊状态，一
边叮嘱：“这只羊是得了肺病，你别急，
我马上给它打针，你把剩下的成年羊赶
紧往药浴池赶，别耽误了春防。”

马合沙提所说的药浴池，正是博斯
坦乡“流动代表之家”收集民意后帮忙
建设的。2014 年，博斯坦乡在距乡政府

30 多公里处的春秋牧场中心位置设立
“流动代表之家”。这里不仅是人大代表
履职的“移动阵地”，也是牧民转场期间
的“便民服务站”。每逢放牧季，乡人大
代表常驻于此，讲政策、办活动、送健
康，并将牧民的急难愁盼一一记录在履
职手册上。

“去年接羔季，好几个牧民都向我
反映洗羊难。”博斯坦乡阿克卓勒村党
支部书记、乡人大代表别个依介绍，全
乡 3 个牧业村 330 户牧民转场时，往年
给羊药浴需赶羊往返60公里，光路上就
得耗几天，羊都掉膘了。经过充分走访
调研后，博斯坦乡“流动代表之家”的14
名牧民人大代表联合将“建设阿克卓勒

村洗羊药浴池”作为重点建议提交，通
过木垒县2024年人大“微实事”项目争
取到10万元专项资金。

2024 年 7 月 31 日，一座占地 70 平
方米，建设有浴池和消毒池、圈羊栏、
输水装置等配套设施的标准化药浴池
在春秋牧场上拔地而起。自这个药浴
池建成以来，已为 3 万余只牲畜洗澡。

“往年要跑老远赶羊去药浴，现在就在
跟前，洗一群羊只需要半小时，省时省
力还能防疫病，这事儿真是办到大家
心窝子上了！”马木尔别克·京斯笑
着说。

博斯坦乡“流动代表之家”设立以
来，积极收集牧民建议，并得到了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先后解决了 6
万只牲畜饮水困难问题，修缮转场牧道
80 公里。此外，还联合乡卫生院等单位
开展送健康等活动，切实把温暖送到牧
民心坎上。“牧民走到哪儿，代表的服务
就跟到哪儿。”博斯坦乡人大主席叶山·
马提亚尔说，“流动代表之家”不仅缩短
了地理距离，更架起了听民声汇民智的

“连心桥”，让牧民在草场深处也能感受
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温度。

这座草场上的药浴池已成为木垒
县基层民主实践的生动注脚——从牧
民的“急难愁盼”到代表的“履职清单”，
再到群众的“幸福账单”，每一环节都饱
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智慧。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5 月
30日，昌吉州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
在昌吉市榆树沟镇中心学校举行。自
治区团委副书记孟利明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牢记党的教
导 争做强国少年”。活动现场，情景
剧《我眼中的家乡》以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通过情景朗诵、快板表
演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起家乡发展
的历史脉络。各族学生以老照片回望
奋斗初心，用快板说唱展现今朝辉
煌，借歌舞演绎勾勒未来图景，以“红
领巾心向党”的赤诚，传递“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誓言，让红色基因在
代际传承中焕发蓬勃力量。

昌吉市榆树沟镇中心学校还为
新队员举办了入队仪式，增强了少先
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活动现
场，该校少先队大队获赠 1 万元经费
和50个爱心包。

昌吉州团委书记、少工委主任刘
国伟说：“我们将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
的政治启蒙作用，切实履行好全团带
队的职责，发挥团教协作的合力，扎实
开展少先队仪式教育，不断深化少先
队工作特色品牌建设，推动少先队社
会化发展，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争
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
时代好少年，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
疆实践的典范地州当好预备队。”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援疆
干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
财富”“沙尼汗·艾塔木的事迹让我泪
目”“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
设者们都是好样的”……5月28日，昌
吉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
动通过丝路昌吉客户端、昌吉日报微
信视频号直播时，网友的留言不断刷
屏。这场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主办，昌
吉州党员教育中心、昌吉州融媒体中
心承办，以“传承榜样精神 凝聚奋进
力量”为主题的活动，在昌吉州融媒体
中心800平方米演播厅举办。

木垒县邮递员马进福用二十年乡
邮路丈量初心，邮包上磨出的窟窿里
藏着“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承诺；公安
干警王召亮19年来数次冲锋在危险
前沿，伤痕累累的警服记录着“执法为
民”的担当；福建援疆教师王鹏站在三
尺讲台托举职业院校学子，教案本上
密密麻麻的批准里是跨越山海的教育
情怀；奇台县腰站子村党总支书记唐
培科带领村民将腰站子村变成“亿元
村”，田间地头的脚印踩出乡村振兴的
实践路径；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
设者们在戈壁滩上浇筑产业新城，塔
吊林立的施工现场写满拓荒者的豪
情；昌吉市“怡霏爱心志愿服务队”超2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里有助老助残的温
情也有守护绿水青山的执着……

活动现场，12组共产党员通过沉
浸式情景演绎与讲述式报告交织的
方式细说榜样人物事迹，既刻画了振
兴路上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的生动变革，也重现了
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美与共、情
感相依的温情画面。这些用朴实语言
和真挚情感讲述的身边故事，深深感
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饱含敬意的掌
声如潮水般涌过演播厅，在直播弹幕
中化作“向榜样致敬”的刷屏暖流。

昌吉市党员代表余新文说：“之
前我了解过一些榜样的事迹，但现场
的演绎让我觉得榜样不再是展板上
的名字，而是能触摸到体温的身边
人。学习榜样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我以后也要把奉献精神踏踏实实落
到生活和工作的每件小事上。”

“我们举办此次展示活动的目的
是立标杆、树旗帜、聚力量。让昌吉州
各领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光有热
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被更多人知
晓，用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人，引导和
激励广大党员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实践者，争当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先行者和示范
者；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昌吉州党
员教育中心副主任郭菲菲说。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赵
琼报道：近日，昌吉州科协开展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走访慰问活动，向奋战
在各行业的一线优秀科技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当天，慰问组先后看望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特级技师张国
云，自治区首批科普教育专家、昌吉市
第七小学科学教师赵斌，2024年自治
区天山英才青年拔尖人才基层科技骨

干人才、昌吉市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
主任岳珍，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科技创新环境、
人才政策、科普工作的建议，鼓励他们
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昌吉州科技创
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科技工作者们表示，今后将立足
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做好科技
创新与科学普及工作，为昌吉州乃至
全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努
尔、王文霞报道：近日，呼图壁县石梯子
乡举行2025年优质种公牛发放仪式，为
牧民发放60头优质西门塔尔种公牛。

发放仪式现场气氛热烈，牧民们早
早来到现场等候。乡畜牧技术人员向牧
民详细讲解了种公畜的科学管理方法
和相关政策要点。随后，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牧民们有序签订《种公畜管理
使用合同书》，领取种公牛。牧民努尔哈
米·牙合亚说：“每头牛都有补贴，再加
上技术人员的指导，相信我们的收入会

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了解，此次引进的西门塔尔牛

是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具有生长快、
肉质好、适应性强等优势。为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乡政府精选种源，所有种公
牛均从内蒙古通辽市优质种牛场引
进。同时，认真落实补贴政策，牧民购
买一头种公牛享受州级补贴5000元、
乡级补贴2000元、村级补贴3000元，
合计补贴1万元，牧民仅需自筹11500
元。该乡还为牧民提供技术服务，定期
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

典范地州·强县域经济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筑巢引凤唤醒“沉睡资源”

闲置大棚变为羊肚菌产业发展资本

走基层 看民主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羊肚菌种植基地外景。 □本报记者 王 薇摄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羊肚菌种植基地外景。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博斯坦乡：羊咩咩泡上了健康药浴
□本报记者 杨鹤

300万千瓦！木垒风电全负荷冲刺

昌吉州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举行

牢记党的教导 争做强国少年

昌吉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举办

传承榜样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昌吉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许 乐摄

昌吉州科协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走访慰问活动

呼图壁县石梯子乡

为牧民发放优质种公牛

5月29日，位于木垒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组装风电机组。
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风电主机和叶片，2024年风电主机、叶片产能双双达到300万千瓦以上。目前，该企业订单充足，正在全负荷生产。
近年来，木垒县立足独特的风光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以光伏、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今年计划新增风电装机900万千瓦、光伏装机100万千瓦，建成后风

电、光伏总装机将分别达1700万千瓦和300万千瓦。目前，围绕新能源产业链，已有69家上下游企业在当地入驻投产，构建起完备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有效降低
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