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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产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
立至今，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户 3 万余
户，整合农业用地 45 万余亩，带动就
业5万余人，实现农户户均增收1200
余元。”近日，新疆岐峰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岐峰农贸）
战略发展部经理张彦奎介绍说。

岐峰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位于昌吉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这家全州最大的
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自2014年成立以
来，始终把为农服务、促农增收作为企
业发展的重要职责。

“市场内专门设置了面积达5000
平方米的农户自产自销区，方便周边
农户销售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张彦
奎介绍说。为了更好地促进优质农副
产品产业化经营，拓宽农副产品流通
和农业融资渠道，岐峰农贸牵头组建
了自治区级农副产品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充分发挥市场在流通环节的桥梁
纽带作用，促进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目前，该联合体包括 5 家涉农企

业、昌吉市及周边地区10余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5 个家庭农场。同时，为
保障市场供应，岐峰农贸还同南北疆
多地的种植大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签
订合作协议，优先销售合作方生产的
农副产品，实现合作社及农户利益最
大化。

如今，由联合体打造的产业链规
模超 10 亿元，实现了上游拥有自建、
联建基地，中游拥有雄厚的生产、科研
实力，下游拥有流通、销售渠道。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网站公示第
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
单，岐峰农贸等20家新疆企业入选。

“我们在不断优化市场服务、提高
市场智能化建设水平的同时，重点配
套打造市场冷链物流体系，提高市场
货物吞吐和供给保障水平。”张彦奎
说。目前，岐峰农贸已建成岐峰农副
产品交易市场和岐峰空港物流园两个
成熟市场，拥有包含保鲜库和冷冻库
在内的各类仓储库容约15万吨，并实

施现代农业（蔬菜）种植示范基地项
目，建设自有蔬菜种植基地近2000亩。

在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
技创新局局长王欣看来，伴随着农业
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发挥的作用已不仅仅是为农产品
提供交易场所，其承接生产、连接消费
的重要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对农产
品稳产保供、农民稳定增收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智慧农贸将是我们今后一个时
期的发展目标。”王欣说，昌吉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将结合现有实体农副产品
交易市场，重点推进智慧农贸项目建
设，依托昌吉州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
充分发挥乌昌石经济圈作用，形成一个
现代物流与传统商贸相统一、网络经销
与实体交易相结合、综合批发与零售派
送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电子商务物流
园，将更多安全、优质的农副产品送到
消费者手中，让更多普通农户通过智慧
农贸与大市场实现精准有效衔接。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统林报道：近日，吉木
萨尔县举办以“乡村振兴 青春闪光”为主题的
2021年第二期青年主播培训班，30名学员参加
网络直播带货实训。

经过两天的理论培训后，在吉木萨尔县客
运站游客集散中心内的直播间里，学员们借助
巧妙的设计、生动的语言、幽默的互动，对吉小
果海棠果干、老炒坊瓜子、丁彦成粉条等农副产
品的口感味道、食用方法等进行推介和展示。
学员郭福燕说：“今天我们第一次直播，直播的
效果非常好，有不少网友观看直播后就下单
了。今后我要继续努力，把吉木萨尔县的好产
品卖到全国各地。”

通过培训班导师在线指导，技术人员在后
台对销售数据实时监控，及时调整主播话术及
销售方案，学员们逐渐熟练掌握直播技巧，为吉
木萨尔县网络产业注入新鲜动力，带动直播行
业健康发展。

共青团吉木萨尔县委员会副书记祖丽皮
亚·阿布拉说：“通过我们前期的理论培训，有
20多名学员进行了第一次直播。我们积极联
系了吉木萨尔本地的一些企业，让学员们销售
这些企业的特色农副产品。开播不久，就有不
少学员卖出了产品。今后，我们会对学员进行
再次培训，找出问题、补齐短板，创造更好的销
售业绩。”

本报讯 通讯员李存玲报道：12月15日，
呼图壁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题
培训班，进一步增强呼图壁县志愿服务组织的
管理能力，提高志愿者和各类志愿服务队的服
务水平，促进全县志愿服务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

在培训中，呼图壁县委党校教师俞桂海从
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制
定背景、《决议》的基本内容、《决议》的重大论断
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
入解读。

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森巴
提·杰恩斯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广
大志愿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青年志愿者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将强国有我和
奉献社会相统一，为全方位推进呼图壁县高质
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在培训中，呼图壁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围绕阿同汗“爱党爱国服务社会、团结互助亲
如一家、无私奉献积善成德、播撒大爱收获幸
福”32 字精神进行重点阐释，还就《志愿服务
团队和项目的建设与管理》等内容进行了讲
解。

据了解，260 多位来自呼图壁县各部门单
位、村（社区）以及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负责人
分五期参加培训，通过培训，提升志愿服务水
平，打造志愿服务品牌，为开展好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奠定基础。

目前，呼图壁县成立了阿同汗志愿者协会，
共有 267 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达 2.6 万
人，服务范围覆盖助老扶幼、医疗、教育、法律、
助残等多个领域。

呼图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扬说：“举办此
次培训，旨在让全县志愿者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弘扬阿同汗精神，推
动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更好地发挥志愿服
务作用，服务全社会。”

12月6日，郭新河在自家院子里翻晒干辣椒。 张国梁 摄

筛选、晾晒、粉碎辣皮子，这几天，
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东庆村村民郭新
河忙得脚不沾地。他家每年要出售辣
椒制品60多吨，收入30多万元，辣椒
制品远销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地。

12月6日，走进郭新河家的院子，
只见搭建的棚子底下，满地都是火红
的辣皮子，几位村民正忙着把粉碎好
的辣面子装袋。

2004年，郭新河在库车县种植辣
椒，和师傅两个人种了400亩辣椒，郭
新河边种边学习种植和管理技术。“那
时候我的收入光靠种辣子，一直不是
很理想。2007年，我偶然接触到加工
辣皮子的商人，听他说一公斤辣皮子
能卖几十元钱，而我种的鲜辣椒一公
斤只能卖几元钱，我觉得加工辣皮子
是个商机，对加工辣椒制品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就想着联系加工商学习制
作干辣皮子的技术，把我种的辣椒加
工成辣皮子销出去，也能多挣些钱。”
郭新河回忆说。

因不满足种植辣椒带来的收益，
郭新河便认真学起了加工辣椒的技
术。不出一年，郭新河制作辣皮子、辣
面子、辣椒油的技术越来越娴熟，加工
出的各类辣椒制品的质量和产量逐步
提升，得到了当地多家企业和商户的
认可。

2016 年，郭新河回到家乡东庆
村，想在本地发展辣椒制品产业，既
能用到自己学到的技艺，又能带动身
边村民增收致富。万事开头难，刚开
始在村里晾制辣皮子，郭新河就遇到
了没有机器、场地和销路等一系列难
题。

回乡第一年，郭新河晒制了 10

吨辣椒制品，堆在家里卖不出去，这
可愁坏了郭新河。但他并没有灰心，
独自一人驾车前往周边各个乡镇和
吉木萨尔县五彩湾工业园区，到一家
家商铺打听市场行情，做市场调研，
对有着不同需求的群体实行“私人订
制”，提供不同辣度、不同种类的辣皮
子、辣椒面和辣椒油，就这样一步步
打开了市场。现如今，郭新河的辣椒
制品生意做得越来越兴旺，订单也越
来越多。周边村民纷纷上门求取致
富经，在郭新河的帮助下，东庆村不
少村民种起了辣椒，制售辣皮子。冬

闲时节，村里十几位村民在他家打零
工，每天和他一起挑拣、翻晒辣椒，给
机器上料，一天下来每个人能挣 100
元左右。

眼见辣椒制品生意越来越好，郭
新河又有了新打算。“明年一开春，我
要把晾晒场地平整得更大一点儿，再
购置几台挑拣、切段和粉碎干辣椒的
新设备，争取把产量翻上一番。到时
候就可以就地取材，把村里种植的辣
椒都收购回来，大家一起把辣椒制品
产业做大做强。”郭新河自信满满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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