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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尔，走，上班去！”“好的，姐
妹。听说咱们刺绣厂又接了个来自乌鲁
木齐的大活！可得抓紧！”5月28日一大
早，木垒县博斯坦乡博斯坦村的村民阿
娜尔就被同事从家中叫走，赶往乡里的
木拉民族手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上班。

公司在乡政府大院内，姑娘们步行
5分钟就到了单位。这家企业有62名女
工，她们有个统一的称谓——绣娘。

公司车间里热闹得像过节，绣娘们
麻利进入状态：或操作刺绣机自动作
业，或踩踏缝纫机手工制作。刺绣机规
律地吞吐彩线，缝纫车床轧出整齐的针
脚，一件件精美的耳饰、头饰、包包、领
带、服装等哈萨克族刺绣产品在大家的
巧手下诞生。公司客服办公室里的电话
也响个不停，客服人员正忙着接听来自
各地客商的订购电话。

“如今，我们这个厂子的产品四成
热销国内，六成销往国外，效益好得很，
去年产值达到了800多万元。”木拉民族
手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叶斯台
指着厂房内热火朝天的刺绣生产场景
自豪地说。

大力发展刺绣产业，是博斯坦乡助
力村民增收的“破局”之举。该乡距离木
垒县城约35公里，多年来这里都是传统
牧业区，常住人口仅5000人左右，传统
放牧单一的收入方式曾长期制约这里
的发展。

“男人们四季转场放牧，妇女大多

赋闲在家照顾孩子，可孩子上学后，妇
女腾出手来却没事干。我们走访后发
现，村里的妇女都有过硬的刺绣本领。”
博斯坦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叶尔江·阿
合麦提说，素以勤劳质朴著称的哈萨克
族妇女，自古擅长刺绣技艺，并将其用
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大家都不知
道如何依靠这种技艺赚钱。为推动刺绣
产业发展，博斯坦乡还多举措鼓励、支
持农牧民群众，通过党的惠民好政策和
自己勤劳的双手，制作传统手工刺绣产

品，实现增收致富。
2012年，木拉民族手工艺品有限责

任公司应运而生。据叶尔江·阿合麦提
介绍，10多年来，乡里通过多种方式大力
扶持企业成长：聘请专业刺绣师傅手把
手教学，鼓励农村妇女从家中走出，利用
农闲时间开发创新刺绣产品，积极融入
现代元素；帮助企业采购现代化刺绣设
备，让绣娘们的绣法更加多元、图案更加
精致、选材更加丰富。此外，乡里还帮助
公司搭建起销售平台，开拓市场。

阿娜尔已在公司干了13个年头，她
说：“刚来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
2000多元。现在设备先进了，产量和效
益也上去了，我每月能拿4000多元。去
年，我还买了辆小轿车。”

如今，木拉民族手工艺品有限责任
公司已成为一家集服装设计、产品研
发、展示销售于一体的传统服装和刺绣
加工生产基地，可生产挂毯、帷帐、饰
巾、鞋帽、衣物等五大系列100多个种类
的哈萨克族刺绣产品，月订单量供不
应求。

“我们的产品主要以哈萨克刺绣嫁
妆以及各类旅游业刺绣产品的代加工
为主，现在主要销往北疆的阿勒泰、伊
犁等地区，最远销到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等海外市场。”叶斯台表示，木
垒哈萨克族刺绣于2021年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为企业刺绣产品赋
予了品牌附加值。今年，他打算扩大宣
传面，开启网络直播，以线上引流、线下
销售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力争今年产
值突破1000万元。

从毡房绣架到自动化车间，博斯坦
乡用 13 年时间将民族技艺转化为产业
优势。一件件精美的刺绣产品不仅是文
化传承的载体，更是乡村振兴的密码。
随着“一带一路”商贸通道的延伸，这个
乡正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书写着民族
工艺与现代经济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故事里的新疆

本报讯 通讯员彭静、李虎报道：
绿水青山正成为奇台县高质量发展的

“强引擎”。近年来，奇台县紧扣“双碳”
目标，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生
态绿色农业破解治污难题，全力推动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探索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

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一直是农业环
保领域的难题。日前，奇台县永兴种鸡
场利用粪污无害化处置技术，成功将粪
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不仅解决了污染
问题，还开辟了资源循环利用的新路

径，为生态农业注入绿色动能。
奇台县永兴种鸡场总经理姚文介

绍，奇台县永兴种鸡场是自治区重点种
禽、肉用种鸡生产企业，是奇台县种禽
养殖业的龙头企业。鸡场年存栏种鸡超
25000羽，日均产生粪污近3吨。传统堆
肥方式耗时长、异味重，为此企业投资
200 万元购置粪污处理一体化加工设
备，将粪污中的病原菌、虫卵彻底杀灭，
同时保留有机质和养分，最终产出符合
国家标准的粉状或颗粒状有机肥。

企业年处理粪污800—1000吨，年

产有机肥700吨左右，可满足周边千亩
农田的肥料需求，同时将有机肥以低于
市场价供应给本地种植合作社和农户，
形成“养殖—粪污—肥料—种植”的闭
环产业链，形成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从“治污”到“生金”，奇台县永兴种
鸡场以科技创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这一实践不仅彰
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为畜禽养殖
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奇台县分局局
长李智渊介绍，畜禽养殖会产生大量
废弃物，未经处理的畜禽粪污会对土
壤、水体和空气造成污染，肥料得不到
充分利用又会导致资源浪费。通过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可以实现一部分经
济收益。同时，又反哺了生态环境保
护，实现良性循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将引导畜禽养殖
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科技赋能养殖
模式创新，全面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

据新疆日报报道 近日，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5年
首批7431 个就业见习岗位，其中，适
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5389个。

日前，自治区启动了2025年就业
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在政策支持、岗
位挖掘、平台搭建、服务优化等方面
加大力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
充足见习机会。

从岗位分布看：乌鲁木齐市 840
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164 个、塔城
地区349个、阿勒泰地区224个、克拉
玛依市 564 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91 个、昌吉回族自治州 784 个、哈密
市139个、吐鲁番市169个、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748个、阿克苏地区1422
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35个、
喀什地区109个、和田地区693个。

从岗位类型看：事业单位提供见
习岗位 911 个、国有企业提供见习岗
位1105个、中小微企业提供见习岗位
5415个。

从职业分类看：专业技术类2341
个，办事人员及有关类别1455 个，商
业及服务业类1557个，农、林、牧、渔
及水利生产类249个，生产、运输设备
操作类1347个，其他类482个。

见习单位、见习人员通过新疆人
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单位申报、见
习岗位发布、见习岗位查询、见习政
策宣传、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各地
人社部门依托“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
服务平台”受理本地就业见习单位审
核、见习岗位管理、见习人员管理等
业务。

本报讯 通讯员宋凯琪、张智华
报道：近日，呼图壁县公共就业服务
中心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为全县退役军
人、军属及其他求职者送岗位、送政
策、送服务，扩大就业岗位供给。

招聘会现场，众多求职者驻足咨
询，与企业代表深入交流。退役军人
肉扎在仔细比对多家企业招聘岗位
后，与心仪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他说：“这场招聘会为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就业机会，企业提供的岗位和薪
资待遇都让我比较满意，希望能获得
进一步的面试机会。”

本场招聘会共汇聚了县域 16 家
优质企业，提供了340个就业岗位，涵

盖酒店管理、物流运输、餐饮服务、化
工能源等领域。岗位设置兼顾不同学
历层次和技能水平，充分满足退役军
人及军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

今年以来，该县已举办18场专项
招聘活动，服务群体覆盖妇女、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通过搭建求职
者与用工企业的双向对接平台，多渠
道归集并宣传热门行业、新兴产业、
重点企业等优质岗位信息，有效满足
各类群体的多元化求职需求。呼图壁
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马晓伟说：

“我们将持续关注企业用工需求和求
职者就业意愿，定期举办各类招聘会
和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提升服务效
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近日，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古城村
杨启祥蔬菜采摘园里，10多名工人正在
栽种辣椒苗。

杨启祥是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农民，
种植、经营蔬菜采摘园十几年，今年在
北庭镇新建了一座蔬菜采摘园。他承包
了古城村集体土地，雇用村民种植管理
蔬菜。

说起选址北庭这件事，杨启祥眼神
发亮：“你看这位置多好！就在博物馆到
故城遗址的必经之路上，每天都有游客
路过，这就是天然的广告。”

不仅如此，杨启祥还为蔬菜品质上
了“双保险”：种植的辣椒、西红柿等10
多个品种，都是经过他多年精心挑选
的。另外一部分品种来自新疆农科院园
艺所提供的优质种源，农技专家还会定
期前来指导，让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顺着田垄望去，30 亩菜地被杨启
祥精心规划成不同功能区，辣椒、茄子
等常规蔬菜区整齐排列，圣女果、甜瓜、
羊角蜜等特色种植区开辟了游客通道，
田边还特意预留出野花组合种植带。

“等花期到了，这里就成了花的海洋，游
客拍照、采摘两不误！”杨启祥憧憬
地说。

蔬菜采摘园对面是王建梅的葡萄
采摘园，他还盘算着跟隔壁葡萄园来个

“果蔬组合”，让游客既能品尝香甜的葡
萄，又能体验蔬菜采摘乐趣，一举两得。

“这么好的位置，再配上优质果蔬，
不愁没有客人来！”杨启祥自信满满。

本报讯 通讯员张鑫源、杜川江
报道：今年，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锚定
人居环境整治这一关键突破口，全面
推进农村住房抗震加固改造项目，切
实提升农村住房的安全性和抗震性。

近日，庆阳湖乡东庆村住房改造
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
熟练运用高延性混凝土、钢筋挂网等
前沿加固技术，增强房屋的抗震能
力。高延性混凝土凭借高强度、高韧
性、高耐久性的显著特性，如同为房
屋穿上坚固铠甲，极大增强了建筑结
构的承载能力与稳定性。

为保障改造工作高效推进，庆阳
湖乡组织专业力量对东庆村村民房
屋开展“地毯式”排查评估，依据每栋
房屋实际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

方案。庆阳湖乡村镇建设发展中心张
篷元说：“我们计划完成 67 户房屋的
加固改造。施工全程调配充足人力、
物力和机械设备，严格遵循标准规
范，强化质量监督，确保每一处改造
都经得起检验，让村民住得安心、住
得放心。”

东庆村村民张玉敏的砖混房屋
建于 2000 年，历经二十余载风雨侵
蚀，房屋安全性已大幅下降。今年，她
顺利申请到昌吉州住房抗震加固改
造补助资金1.85万元，借助新技术完
成房屋加固。“多亏网格员一趟趟上
门，帮我申请补贴、跑手续。以前想修
房子却愁没钱，现在政府出钱、用新
技术，房子结实了，我心里也踏实
了。”张玉敏感慨道。

小乡村里的“大生意”
□本报记者 常谊谊 通讯员 曾宪涛

绣娘操作全自动刺绣机制作刺绣产品。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杨启祥：把蔬菜采摘园建在北庭“故道”上
□本报通讯员 杨天文 钟丽萍

杨启祥在蔬菜采摘园里向笔者展示辣椒品种。 □钟丽萍摄

从“治污”到“生金

奇台县永兴种鸡场交出绿色转型答卷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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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坐落于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戈恩斯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厂区。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伏
材料生产与新能源技术研发的
企业，建有6万吨多晶硅生产线。
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人
才，优化生产流程，通过一系列
举措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
了产品竞争力，实现了平稳、安
全生产。 □刘昊清摄

新疆发布今年首批7400余个就业见习岗位
其中，昌吉州占到784个

呼图壁县

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退役军人肉扎与企业招聘人员进行交流。 □宋凯琪摄

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

农房改造用上了前沿加固技术

工人正在对房屋进行墙面加固。 □张鑫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