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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的新疆

“姚医生，我这两天头痛、手麻……”
5月30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余家宫村
77岁村民章元林来到村卫生室。

话音未落，村医姚文可已展开全科
医生助诊包为他进行基础检查，远程会
诊屏上随即跳出吉木萨尔县总医院人民
医院院区心血管内科医生张群的影像。

不到 30 分钟，这场相隔 13 公里的
问诊就完成了。

“以前去县城看病得耗一整天，现
在在村里就能找专家看。”章元林说。

在村里就诊不用单独挂号缴费，患
者所需药品98%以上在村卫生室就能买
到，真正实现了挂号、问诊、开药“一条
龙”服务。

走进110平方米的吉木萨尔县北庭
镇古城村卫生室，诊断室、治疗室、药
房、中医阁划分明晰，心电图、B超、制氧
机、中医智能辅助诊疗设备等30项基本

设备一应俱全，除了村医还有中医主治
医师和健康管理师。

“吴姨您看，这是您的舌象报告，舌
质红、苔白厚腻，脉象弦滑无力，AI建议
用枸菊地黄丸加龟甲等调理。”姚文可
拿着报告对村民吴秀芳说。利用“中医
四诊仪”采集舌象、面色、脉象、症状等
数据，十几分钟就能收到健康分析与养
生方案，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

而此时，姚文可开具的处方已自动生成
并同步到县总医院中医院院区审方系统，当
天煎好的中药通过快递送到了患者家。

在隔壁中医阁里，中医主治医师为古
城村村民胡延东推拿、刮痧治疗颈椎病。

别看胡延东已60岁，但对村卫生室
的设备使用却轻车熟路：走到智能互联
健康体检一体机前，熟练地按下启动
键，身高、体重、血压、体脂数据随即播
报。胡延东回忆：“以前卫生室只有‘老

三件’，看大病得坐两小时班车进城。”
“5年前我刚来村里时，卫生室只有

60 平方米、配备药品 80 种。”姚文可笑
着补充，“如今药品增加到了190种，中
医理疗设备一应俱全。”

姚文可的助诊包堪称“行走的医
院”：便携式B超、远程会诊设备一应俱
全。去年巡诊时，她用设备测出村民陈丽
血糖高达27mmol/L，通过远程会诊开通
绿色通道，两小时内将患者送医抢救。

“患者差点就酮症酸中毒，要是以
前，根本来不及救治。”姚文可回想起往
事仍心有余悸。

今年35岁的姚文可是河北人，2017
年在北庭分院工作，2020年调到古城村
工作，为古城村和周边3个村的1500多
名村民服务，其中有慢性病患者182名。

遇上秋冬季节性感冒和呼吸道疾
病高发时，姚文可的工作量就会增加。

她不仅要为村民们看病治疗，还要处理
各类医疗文书工作，工作可谓千头万
绪。让她毅然留下的，是吉木萨尔县“县
管乡用、乡聘村用”机制。

通过这项政策，姚文可每年有 3 万
元的专项村医补助。她指着电脑里的工
资单，绩效一栏清楚地显示着基本药
物、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等加分项。

姚文可从刚来时的年收入5万元涨
到了8万元。更让她欣慰的是，2025年1
至 4 月，村卫生室诊疗人次达 2916 人
次，同比增长15.1%。

暮色中，姚文可轻轻合上助诊包
说：“这些‘小神器’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而是守护村民健康的‘神兵利器’。”

“老三件”到“新N件”，从远程会诊
到智能诊疗，“小病不出村”的智慧医疗
模式，正勾勒出新时代乡村医生的坚守
模样。

“瓦尔斯主席，快来，梅花鹿又下崽
了。”6月3日清晨，木垒县大石头乡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瓦尔斯接到胡夏口养殖
场 工 人 的 报 喜 电 话 ，立 即 动 身 赶 赴
现场。

如今，由瓦尔斯牵头负责的42头梅
花鹿已成为乡里的重点产业，任何动态
都牵动着他的心。“引进才一个多月，就
顺利产下6 头健康幼崽，已有客商关注
并寻求提前合作，这证明我们梅花鹿养
殖的路子选对了。”看着圈舍里活泼的
鹿群，瓦尔斯欣慰地说。

大石头乡地处天山东部，是传统牧
业乡镇。红岩村、大石头村、阿克阔拉村
3个村子常住人口近3000人，距离县城
约75公里。长久以来，养牛、养羊、养骆
驼几乎是牧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牧民们个个是养殖能手，经验丰
富，但传统牧业发展空间有限，一度制
约了增收。”大石头乡党委书记何亮介
绍。为寻求突破，当地广泛听取牧民意
见，深入分析牧民需求后，成立考察组
外出探寻特色养殖新路径。

考察组奔赴河南、山东、福建等多
地调研，最终选定东北梅花鹿。何亮解
释：“我们考察过鸵鸟、狐狸、孔雀等多
种特色养殖项目，发现梅花鹿特别适合
这里的气候。梅花鹿怕热不怕冷，适宜
生活在 8℃～25℃的环境，与木垒县气
候高度契合，而且仔鹿存活率高、生长
发育快，一年即可繁殖。作为复胃草食
动物，梅花鹿可充分利用牧民现有的牛
羊骆驼饲料资源。此外，梅花鹿经济价
值可观，全身是宝。仅鹿茸一项，一头成
年公鹿年产约 2 公斤，按市场价可收入

近万元。”
今年4月，大石头乡红岩村、大石头

村、阿克阔拉村 3 个村的股份经济合作
社共同投资42.3万元，让42头来自辽宁
省铁岭市的梅花鹿落户养殖场。项目由

乡政府统筹管理，采用“统一饲喂、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的集中养殖模式。

“我们先行示范养殖，成功后再推
广给牧民共同参与。”何亮表示，引进梅
花鹿是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下

一步，计划逐步引入饲料加工、兽药生
产、产品深加工、物流运输等上下游配
套产业，并依托山区、戈壁风光，开发梅
花鹿观光旅游示范项目，多举措促进牧
民就业增收。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进入6月，
奇台县的牧场和棚圈里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23.8万只毛茸茸的早冬羔陆续
出栏奔赴市场。这些羔羊个体健硕、抗
病力强、生长周期短，较传统养殖模式
提前抢占市场先机，成为产销两端的

“香饽饽”。
6月4日，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石

门泉村养殖大户王国忠的羊圈里，400
多只生产母羊在自动喂料机前有序进
食，300只早冬羔已长到30—40公斤出
栏标准。

“这些生产母羊全是湖羊，月月都
会产羔，每月我们能接羔百余只。今年
截至目前，已累计接羔600余只，产羔率
达 220%，成活率超 95%。”王国忠看着
去年刚引进的澳洲白、杜泊种公羊说，

“去年冬天我们引进了15只品种优良的
种公羊，提高了羔羊的品质和双羔率。”

说起科学养殖，王国忠如数家珍：
“我们用玉米、秸秆、豆粕、苜蓿做饲料，
严格按照科学的饲料配方进行喂养，保
证了早冬羔快速生长。”

今年以来，王国忠已出售早冬羔
500多只，按照目前市场价每公斤57元
计算，平均每只羊的售价超800元，出肉
率达50%。

“借助政府搭建的销售平台，我们
与多家肉类加工企业和销售商建立了
订单合作关系，根本不愁销路，预计今
年纯收入60万元。”王国忠说。

今年，奇台县羊存栏量约 52 万只，
其中生产母羊30万只，孕育出23.8万只
早冬羔。

为保障早冬羔顺利出栏，奇台县打
出政策“组合拳”：州财政投入粮改饲项
目资金18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养殖主
体给予每吨饲草料40元补贴；引进萨福
克、杜泊等良种公羊每只补贴2000元，

全县良种覆盖率已超90%；安排防灾救
灾饲草料调运补助项目资金80万元。

“我们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技术服务
网，每个养殖村都有包联兽医，24 小时
在线答疑，去年光饲草储备就达到了
2500吨。”奇台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
马成贵告诉记者。

疫病防控上，全县14个农牧业乡镇

都有监测点实时预警，春冬两季集中免
疫覆盖率达 100%，每只出栏羔羊都戴
着 电 子 耳 标 ，扫 码 就 能 追 溯 养 殖 全
周期。

当天，在奇台县奇鑫牧源牛羊肉直
销店里，老板阿卜杜热合曼·穆柯依提
正忙着分割刚到货的早冬羔，一排排羊
肉筋膜少、色泽鲜嫩。他笑着说：“都是
奇台本地羊娃子肉，嫩得很，每天能卖
10只。”

说话间，顾客郭刚正挑选羊腿：“我
每周都来买，给孙子做手抓饭，肉质鲜
嫩还不膻，孩子吃了能及时补充营养。”

“从销售情况来看，早冬羔在第
二、第三季度销售最为旺盛，预计销量
可达 15 万只。”马成贵说，奇台羊肉不
仅在周边地区的牲畜交易市场和部分
大型超市保持畅销，在疆外市场也备
受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奇台早冬羔还搭乘
冷链物流的“快车”，远销甘肃、青海、浙
江、北京、福建等地，逐步在疆外市场崭
露头角，拓宽了销售渠道。

近年来，依托优质草场和良种资
源，奇台县持续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
通过推广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技术，
打破“春季产羔、秋季上市”的传统模
式，实现肉羊“两年三茬”产羔，羔羊5至
6 个月即可上市。“调整产业结构、做优
羔羊经济，正让牧民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马成贵说。

据新疆日报报道 近日，英格玛
电厂—信友电厂750千伏线路工程带
电投运。这是准东—皖南±11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准
皖直流”）送端电源750千伏配套送出
工程的最后一项工程。至此，准皖直
流配套电源全部竣工投运。

准皖直流送端电源750千伏配套
送出工程包括英格玛电厂—芨芨湖
750千伏线路工程以及新疆准东五彩
湾北一、北二、北三电厂—昌吉换流
站Ⅰ、Ⅱ回750千伏线路工程等10个
单项工程。首条配套工程于2017年4
月开工，其余 9 项工程按照电源侧建
设进程分阶段推进。英格玛电厂—信
友电厂750千伏线路工程于2023年4
月10日开工建设。

准皖直流是疆电外送的第二条
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目前世界上电
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
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该工程自

2019 年投运以来，已安全运行 2028
天，最高运行功率达到1100万千瓦，
最大日送电量 2.4 亿千瓦时。截至目
前，该工程已累计向华东地区输送电
量 3368.53 亿千瓦时，相当于就地转
化标准煤7527万吨。

为确保工程顺利投运，国网新疆
电力有限公司建立与电源侧的周沟通
机制，及时掌握电厂建设进度和接入
需求时间，统筹资源调配开展构架进
线和线路参数测试，协同电源侧编制
启动送电方案，高效完成送电任务。

为进一步促进能源开发利用，国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正在进一步完
善外送通道，哈密—重庆±8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计划6月建成投
运，疆电外送交流三通道——若羌—
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
及疆电外送直流四通道——疆电（南
疆）送电川渝特高压直流工程，计划
年内开工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孙海龙、张岱报
道：近日，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检
所积极响应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号召，
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对神华神东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
分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新
疆昌吉特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
电厂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
备开展全面检验工作，为电厂安全稳
定运行筑牢防线。

本次检验属于电厂设备的年度
常规“体检”，涉及压力容器112台、压
力管道 327 条 19300 米。由于电厂设
备长期在高温、高压、高腐蚀等恶劣
环境下运行，容易出现材料老化、腐
蚀、裂纹等安全隐患，定期检验尤为
关键。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检所高
度重视此次任务，精心调配骨干力
量，组建了一支涵盖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检验、无损检测、理化分析等多
领域专业人才的检验小组，确保检验
工作科学、高效开展。

在检验过程中，检验小组运用多
种先进检测技术，对设备进行全方位

“扫描”。采用超声波检测技术，精准探
测压力管道内部是否存在裂纹、气孔
等缺陷；运用磁粉检测手段，对压力容

器表面进行细致检查，不放过任何细
微的安全隐患；利用金相分析技术，通
过观察材料微观组织结构，判断其是
否因长期运行出现材质劣化现象。此
外，检验人员还严格依照相关标准，对
设备的安全附件，如安全阀、压力表等
进行校验，确保其灵敏可靠。

为提高检验效率，减少对电厂正
常生产的影响，检验小组提前与电厂
沟通协调，制定详细的检验计划，合
理安排检验流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序
进行。在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严格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佩戴好个人防护
装备，克服现场环境复杂、空间狭窄
等困难，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项检验
任务。经过连续 21 天的艰苦奋战，各
检验小组顺利完成了全部检验工作。

检验结果显示，大部分设备运行
状况良好，但仍有部分压力容器和压
力管道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针
对发现的问题，检验小组及时与电厂
相关负责人沟通，出具详细的检验报
告，提出专业的整改建议，并协助电
厂制定整改方案。电厂方面表示，将
高度重视检验结果，立即组织力量对
存在隐患的设备进行整改，确保设备
安全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朱含雪、王文
霞、玛丽娜报道：眼下，呼图壁县苗木
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苗农和苗木经
销商纷纷忙碌起来，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

这两天，在呼图壁县绿野苗木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苗圃里，工人正
忙着起苗、装车，一辆辆满载苗木的
货车整装待发。合作社负责人蒋治国
告诉笔者，当前正值苗木销售黄金
期，客户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提前
预订，订单已经排到了月底。“这两年
卖得比较好的有白榆、火炬、丁香球、
金叶榆球等品种。”蒋治国说。

蓬勃发展的苗木产业不仅让苗
农的腰包鼓了起来，还带动了当地群
众就业增收。每年春秋销售旺季，该
合作社用工需求大幅增加，为周边村
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蒋治国从事苗木种植已有20年。

2010 年，他联合当地 36 户农户成立
了绿野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 年，合作社推行定植模式，通过
科学规划株距和行距，提升了苗木品
质和观赏价值。2020 年，合作社优化
结构，将社员精简至6户，重点培育白
榆、白蜡等市场紧俏品种，确保每株
苗木都达到“即种即成景”的标准。如
今，6 户社员经营着 1200 亩精品苗
圃，培育了30多个优质品种，实现了

“减量提质增效”目标。蒋治国说：“我
们主要种植大叶白蜡、小叶白蜡、白
榆及彩叶苗木，销往乌鲁木齐、克拉
玛依、哈密等地。今年开春以来，合作
社通过线下销售和网上招投标等方
式，已售出苗木约20万株。”

目前，呼图壁县苗木种植面积达
4.6万亩，有300多个苗木品种，共有
254家合作社和经营性苗圃从事苗木
产业。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从“老三件”到“新N件”
□本报记者 王薇

奇台县23.8万只早冬羔“抢鲜”上市
这些羔羊个体健硕、抗病力强、生长周期短，较传统养殖模式提前抢占市场先机，成为产销两端的“香饽饽”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石门泉村养殖大户王国忠为羊群投喂饲草料。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木垒县大石头乡为何看中了梅花鹿养殖？
□本报记者 常谊谊 通讯员 曾宪涛

木垒县大石头乡胡夏口养殖场，工作人员喂食梅花鹿。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推进典范地州建设 准东在行动

准皖直流配套电源全部竣工投运

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检所

对9家电厂特种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呼图壁县

苗木俏销富农家

工人们在呼图壁县绿野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苗圃里忙着起苗、装车。
□朱含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