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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日报乌鲁木齐6月15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石鑫报道：14

日上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首列“疆煤入豫”煤炭专列从新疆将
军庙站鸣笛启程，满载3200吨优质煤
炭驶向河南汝州市临汝镇，标志着新
豫两地能源保供战略合作正式落地。

新疆是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
基地，煤炭资源丰富，而河南作为人
口大省和工业重镇，煤炭资源需求旺
盛。“疆煤入豫”项目，正是新疆与河
南省政府共同统筹推进的重点项目，
旨在通过构建这条高效能源运输通
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该项目是积极落实国家能源安

全保供部署的重要行动。通过“疆
煤入豫”，能够有效缓解河南电力、
化工、冶金等重点产业用煤紧张状
况，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
关键时期，为能源稳定供应提供坚
实保障。

该项目由新疆商贸物流集团全
资子公司新疆国经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运营，依托“点对点”铁路运输
体系，以高效、稳定的运输模式，确保
煤炭安全送达。按照计划，2025 年新
疆将向河南供应煤炭超 1000 万吨。
未来，新豫两地还将在能源领域进一
步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两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邢振江报道：近
日，新疆港深新能源有限公司首批89
台生产设备运抵厂区，公司正组织技
术人员争分夺秒开展设备安装调试，
全力冲刺6月底试生产目标。

在石玛兵地融合发展试验区的
厂房内，技术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首
批设备的拆箱、安装与调试工作。“剩
余70台设备很快将全部到厂。”新疆
港深新能源有限公司经理乔肖亮
介绍。

据悉，新疆港深新能源有限公司
于2024年签约入驻石玛兵地融合发
展试验区，计划投资 3 亿元推进智能

终端制造项目。项目规划生产300余
种规格锂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数码
通讯、电动工具、医疗仪器及AI 智能
设备等领域。目前，厂房内外装修已
全 面 完 工 ，生 产 设 备 分 两 批 进 场
安装。

该项目的落地实施意义重大，不
仅能完善当地新能源产业链，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将带来新的就业
机遇。新疆港深新能源有限公司设备
工程师马德如说：“项目投产后，预计
年生产各类电池超 9000 万颗，可提
供50多个就业岗位，为玛纳斯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2024年，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0
万元，达到102万元，是去年全县新增的
3个‘百万村’之一！”6月11日，在木垒县
博斯坦乡依尔喀巴克村村史馆，昌吉州
林业和草原局驻该村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张艳红指着墙上一路上扬的村集体
收入统计图，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依尔喀巴克村距离县城35公里，是
一个传统牧业村。这里气候干旱、土层
瘠薄、水资源匮乏。全村900余名牧民虽
普遍养殖骆驼、放牧牛羊，但“单打独
斗”的模式导致村子整体贫困，2014 年
被识别为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村。

短短十年，如何从脱贫迈向村集体
收入过百万元？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答
案就在一个“闯”字。

挖掘优势：
抱团“闯”大养殖规模

走进村内的萨尔赛克骆驼养殖专
业合作社，数百峰骆驼在标准化圈舍内
悠闲进食。挤奶站里，工作人员正有条
不紊地采集驼奶；室外，等待订购驼奶
的客户排起了长队。

“牧民懂养殖，村委会就带头，联合
大家抱团闯出路，先把产业做大。”依尔
喀巴克村村委会主任哈纳提介绍。依托
广阔的草场和优质天然牧场优势，2016
年，村里争取上级资金80万元，购入40
峰骆驼，建成4座标准化养殖棚圈。在工
作队和村“两委”成员的努力下，引进良
种、发展生态养殖，推行“统一配方、统
一饲养、统一管理、统一购销”的模式，
成功吸引15户牧民入股。如今，合作社
骆驼存栏已达700余峰。

“以前自己养，规模小、赚不到钱。
现在村里帮我贷款买了8峰骆驼入股合
作社，啥都不用操心，光卖驼奶、驼绒一
年就能收入3万多元。”受益村民阿曼得
克·达列力开心地说。

经过多年发展，依尔喀巴克村已成
为博斯坦乡养殖规模最大的村：存栏牛
2094 头、骆驼 900 余峰，户均养殖收入
超2.5万元。

乘势出击：
初加工“闯”出致富路

步入依尔喀巴克村的小微产业园，
面粉粗加工、奶制品生产等工厂内机器
轰鸣。工人操作设备、打包产品、装车外
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光卖牛羊肉不够，得搞加工增
值。”村党支部书记哈斯塔尔说。2023
年，村里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60 万
元，大胆采用“村集体+加工厂”模式，新
建 180 平方米厂房，购置制冷罐、发酵
罐、真空包装机等设备，并盘活废弃校
舍资源。根据产业优势，村里先后建起
柴火馕合作社、奶制品加工厂、驼奶收
购站、民族特色食品加工厂等小微企
业，形成村级小微产业园，集中解决牛
奶滞销、驼奶收购销售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各企业采取村集体
管理、本村村民承包的模式，既带动创
业又解决就业。村民夏木斯承包了驼奶

制品站，并吸纳了6位村民就业。
“每年交两万元承包费，村里帮我

找销路、做推广。现在生意红火，年销售
额超30万元。”夏木斯说。

“我在家门口上班，月收入3500多
元，还能照顾家。”在驼奶制品站工作的
村民沙吾列汗告诉记者，去年她还买了
辆车，生活越过越甜。

截至目前，依尔喀巴克村小微产业
园已投入近300万元，打造出集收储、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在当地小有
名气，产品供不应求。

“仅木垒托喀西柴火馕合作社，每
天能生产6个品种的馕1000个，年销售
额150万元。”张艳红表示，通过持续推
动畜牧业提档升级，优化结构、扩大规
模、提升质量和效益，做强畜牧产业链，

依尔喀巴克村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最
快的村子。202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24461元，较2023年增长10.2%。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深化骆驼产业
链，以‘闯’的思路扩大养殖规模，依托合
作社推动存栏量突破千峰，同时完善冷
链物流，提升品质与存储能力。以特色产
业园为核心，壮大特色产业，用好互联网
打响品牌、拓宽销路，带动村集体经济持
续增长。”展望未来，张艳红信心满满。

夕阳西下，落日为依尔喀巴克村整
齐的民居洒满金辉，孩童嬉笑着跑过崭
新的柏油路，几位老人坐在家中庭院
里，望着远处满载驼奶的冷链车驶向县
城方向。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村庄，
如今正以“闯”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大
道上阔步前行。

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张圆圆、李
瑞瑞报道：近期，昌吉市创新技术应用，
科学规划布局，全力推进草原围栏项目
建设，为草原生态保护按下“快进键”。

在昌吉市阿什里乡南部山区前山，
一场“空中运输”作业引人瞩目。工作人
员将角铁、铁丝网等围栏材料捆绑挂载
到无人机下方，随着轰鸣声，无人机载
着材料飞向海拔1500米、2公里外的山
顶。这是昌吉市首次运用无人机吊装运
输草场围栏材料。无人机操作手陈明轩
介绍，无人机一次能吊运75公斤材料，8
分钟即可完成一个往返，一天作业量达
4吨，相比人工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无人机高效运输的同时，围栏安装
工作同步推进。在地势险峻、杂草丛生
的山顶，工人们配合默契，严格遵循角
铁安装、网片铺设等流程，确保每个环
节规范有序。昌吉州准噶尔盆地绿洲保
护综合治理项目昌吉市草原围栏项目
负责人贾鸿钰表示，项目 4 月 15 日动
工，已完成18公里施工，每日组织10—
20名工人，推进600米施工进度，预计6
月底前完工。

据悉，昌吉州准噶尔盆地绿洲保护
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2666万元，建设期
为2024年9月至2026年。其中，昌吉市
草原围栏项目由昌吉市林草局实施，位
于阿什里乡，计划新建34.10公里围栏，

覆盖50702亩草原，预计2025年建成。
昌吉市草原站站长裴丽强介绍，草原围

栏建成后，将有效遏制牲畜过度啃食，
助力退化草地恢复，在保持水土、涵养

水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著改善草
原生态环境。

故事里的新疆

“闯”出“百万村”
□本报记者 常谊谊 通讯员 曾宪涛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昌吉市草原围栏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加速生态修复

近日，在昌吉市阿什里乡南部山区前山带，无人机正在运输草原围栏材料。 □刘 华摄

6月11日，木垒县博斯坦乡依尔喀巴克村小微产业园内的奶制品加工厂，工人正在摆放奶制品。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记者手记】

在依尔喀巴克村采访的一天
里，“闯”是最打动我的关键词。从最
初40峰骆驼的“冒险”，到如今产业
链的全面布局，每一次突破都凝聚
着基层干部“敢为人先”的担当和牧
民“不甘贫困”的志气。正是这种精
神，让依尔喀巴克村把“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乡村振兴，既需要政策的阳光雨露，
更需要基层干部群众敢闯敢试的勇
气和智慧。当“等靠要”变成“闯改
创”，山沟沟里也能开出希望之花。

图为木垒县博斯坦乡依尔喀巴克村小微产业园。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图为木垒县博斯坦乡依尔喀巴克村萨尔赛克骆驼养殖专
业合作社集中饲养的骆驼。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首列“疆煤入豫”专列启运
今年新疆将向河南供应煤炭超1000万吨

石玛兵地融合发展试验区再添新动能

港深新能源项目预计年产9000万颗电池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
努尔、潘昊报道：立夏过后，“三夏”农
忙正酣，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农
田灌溉用电需求激增。国网呼图壁县
供电公司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服务队
开展保电服务，为夏季农业生产筑牢
用电“安全网”。

6月11日，该公司对辖区两条主
要供电线路实施升级改造，工作人员
更换2.36公里老旧电线，新立54根电
线杆，并更新电力保护设备与变压
器。此次改造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
有效减少停电频次，为当地农户和企
业提供更可靠的电力保障。

“我们对辖区 21 个农业灌溉井、
养殖小区及两个厂区客户的供电线
路开展专项维护。”国网呼图壁县供
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舒智鹏介绍，
通过全面排查与集中整治，成功消除
绝缘子螺母脱落、撑铁掉落等 5 处线
路安全隐患，为农业灌溉用电上紧

“安全锁”。
在二十里店镇，电力工作人员对

农田灌溉专用线路和供电设备进行
“地毯式”排查，重点检修老旧线路，及
时修理故障设备。同时，电力公司依托
智能系统实时监控用电负荷，科学调
配电力资源，确保灌溉用电不断档。

“我们将持续加强线路巡视和设
备维护，密切关注用电负荷变化，第
一时间响应客户用电需求。”国网呼
图壁县供电公司二十里店供电所供
电服务经理王超表示，将全力保障农
业灌溉和生产用电安全稳定，为农业
丰收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目前，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已
组建 8 支“三夏”保电服务队，深入田
间地头普及安全用电知识。截至目
前，累计巡视农排线路46 条，检查用
户农排机井专变 848 台，消除各类隐
患88处，提供用电技术指导65次，全
方位护航用电安全。

呼图壁县电力护航“三夏”保丰收

塔西河干渠改造提升项目建成通水

总投资5286万元、惠泽47万亩农田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张海
洋报道：6 月 12 日，玛纳斯县塔西河
干渠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建成通水，
清澈水流顺着崭新渠道奔涌向前，
一 举 解 决 灌 区 高 峰 期 用 水 短 缺
难题。

作为总投资 5286 万元的重点水
利工程，塔西河干渠改造提升项目通
过系统性升级，为塔西河乡、乐土驿
镇、包家店镇和平原林场共47万亩耕
地、林地与绿地带来“及时雨”。干渠
通水后，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沿线农田灌溉周期大幅缩短，为灌区
农业增产增收提供有力保障。包家店
镇黑梁湾村村民张全新高兴地说：

“干渠改造后，农田早早完成了灌溉，
庄稼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据悉，原塔西河干渠因年久失
修，存在渠道渗漏严重、输水效率低
等问题，灌溉高峰期农田“等水盼水”
现象频发。此次改造工程改建干渠
10.74公里，通过衬砌防渗、拓宽加深
等措施，并配套建设5座交通农桥、过
洪桥，新建6座跌水、陡坡等渠系建筑
物，极大提升了渠道输水能力和稳定
性。玛纳斯县塔西河流域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依托智慧水利管
理系统，对干渠水量调度、设施运行
实施实时监测，强化日常管护，确保
这条“水利动脉”长效惠民。

6月12日，玛纳斯县塔西河干渠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建成通水。
□朱文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