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走进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老龙
河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
掩映在藤蔓之间，10辆半挂卡车有序停靠
在田间地头，瓜农褚付义正带着工人们采
摘称重，给一个个西瓜贴上商标和二维码，
装箱、套袋、算账、装车。

忙完手头的活儿，看到大家都有些累
了，褚付义随手挑了一个大西瓜，边招呼大
家吃瓜边炫耀说：“咱家的西瓜好多老板抢
着收哩！”他的脸上溢满了丰收的喜悦。

褚付义是新疆豫盟瓜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今年种植了6000 亩西瓜，品种
有金城五号、安农二号以及中国农业科学
院培育的新品种。“进入采摘季后，来自全
国各地的货车都来拉西瓜。我种的西瓜亩
产在7吨左右，已经销售了9成多，今天拉
的这批西瓜每公斤售价为2.5元，亩均纯收
益约为3500元。”褚付义说。

“今年开春，在昌吉农高区技术人员的
帮助和指导下，我们使用了西瓜嫁接种植新
技术。”褚付义介绍，嫁接的西瓜根系发达，
吸收肥水能力强，可以有效提高肥水利用率
和对部分病虫害的耐受性，进一步提高了西
瓜产量。在他看来，种好西瓜是一门蛋壳上
雕花的精细活儿。他告诉记者，每一块土壤
的特质都不同，每一个品种的西瓜也有自己
独特的生理特性。要种出高品质的西瓜，在
施肥浇水和田间管理上要精确到天，对土壤

情况的分析要精确到亩，果实挂果后还要
精确管理一藤一果。

老龙河西瓜堪称“瓜中之王”，昌吉老
龙河地区种植西瓜距今已有千年以上的
历史。清道光年间，诗人史善长在《轮台
杂记》中就写到过老龙河西瓜。老龙河西
瓜体型大、皮薄肉厚、纤维极少、含糖量
高、甘甜多汁。瓜农告诉记者，它结实的
外皮，既便于运输，又便于保存，保存期可
达两个月以上。2014年，老龙河西瓜通过
农业农村部专家评审，成为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2018年，完成“老龙河”
商标注册。

昌吉农高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积极
推动老龙河西瓜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前些年，由于种植技术落后，老龙河西瓜
种植面积小，一直成不了规模。为此，昌
吉农高区从河南省请来种瓜能手示范种
植，以此提高本地瓜农的种植技术水平；
针对大水漫灌造成西瓜病害重、糖分低等
问题，昌吉农高区大力推广节水滴灌、品
种改良、增施有机肥、综合防治病虫害、轮
作倒茬等技术，使老龙河西瓜在种植规模
和口感品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几年，老龙河西瓜种植面积均在
10万亩左右，年产量约60万吨，主要销
往福建、河南、山西、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地，年销售额达 9 亿元，亩均产值
8000元左右、纯收入5000元左右。

昌吉农高区充分发挥老龙河“中国西
瓜之乡”和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产品的品牌优势，打通西瓜产前、产中和产
后全产业链，试验推广中农天冠、嫁接西瓜
抗重茬栽培等新品种新技术，每亩单产达
7吨，单价较同类产品高出25%-60%。今
年，昌吉农高区实施万亩西瓜产业园项目，
并组建了一支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建立统
一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推进西瓜
绿色认证工作。同时，昌吉农高区积极引
进西瓜产品加工企业，推进西瓜生产、加
工、销售各环节与休闲观光、电子商务等新
兴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实现功能拓展和价
值增值，积极引导老龙河西瓜向绿色、优
质、高效、品牌化方向发展。

昌吉农高区管委会主任张其军介绍：
“作为全国第六个、新疆第一个‘中国西瓜
之乡’，昌吉农高区今年成功举办了第三届
老龙河西瓜节，‘以瓜为媒’结交四方宾客，
进一步提升了老龙河西瓜的知名度，搭建
起西瓜种植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新平
台，达到了以节会友、以节扩影响、以节育
品牌、以节促发展的目的。”

今年，昌吉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面
积达1.8万亩，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种植老龙
河西瓜 15 万亩。目前，老龙河西瓜销量
已达9成，11万吨优质老龙河西瓜销往全
国各地，实现老龙河西瓜规模化、产业化、
品牌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
马军报道：9月14日深夜，岐峰农副
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保供中心
内灯火通明，一辆辆蔬菜运送车有
序驶入，100 名工作人员将蔬菜卸
下车，并开始分拣、打包。这些来自
昌吉市周边乡镇、团场瓜果蔬菜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的蔬菜将被分拣成
蔬菜包运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
尔勒市。

据了解，自9月12日起，库尔勒
市实行临时性静态管理措施，为保
障市民生活物资供应，库尔勒市委、
市人民政府联系昌吉州农业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购买10万份蔬
菜包。

在了解采购需求之后，昌吉州农
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农投集团）清点所需物资的动态库
存，并安排岐峰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联
系昌吉市周边乡镇、团场的瓜果蔬菜
合作社、家庭农场，采购大量土豆、莲
花白、芹菜、胡萝卜、辣椒、茄子、黄瓜
等蔬菜，既解决了周边乡镇、团场农
户蔬菜滞销难题，又为给库尔勒市提
供蔬菜包做好准备。

据岐峰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保供中心负责人乔利介绍，为
保证蔬菜包能够及时运送到库尔勒
市，公司积极协调运送车辆，仅9月
15日一天，就运送蔬菜包35000份。

为保证蔬菜能够以最新鲜的状
态打包运送出去，农投集团还抽调
了200名工作人员参与蔬菜分拣打
包工作。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杨艳
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政府下
沉干部孙慧琴来到吉木萨尔县中医医院为
居民代买药品，并将药品送到居民手中，完
成药品配送工作后，返回医院挂号就诊。

原来，当天早上，下沉到吉木萨尔镇满
城路社区天景华庭小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的孙慧琴，发现自己的面部红肿变形，便计
划着上医院看看。她负责服务的4栋楼74
户居民中患有慢性病的人不少，其中多位

独居老人不会在网上购药，听说孙慧琴
准备去医院，便连忙拜托她代买药品。
孙慧琴将居民的需求一一记下来，来到
医院买好药品，并在药品外包装上标清
楚姓名、住址，再三仔细核对。孙慧琴从
早上一直忙到下午，将药品送回天景华
庭小区后才返回医院就医。

“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居民群众正常
生活是我的职责。”孙慧琴说，“尤其是独
居老人，封闭在家中本就烦闷，一旦药不

够了，更会令他们心情焦虑。平时我常给
他们打电话聊聊家常、问问需求，他们需要
啥，我就尽快给买回来。”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以孙慧琴为代表
的吉木萨尔县 1310 名下沉干部舍小家为
大家，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协助社区开展
核酸检测、消杀、物资配送等工作，累计服
务群众6.5万余人次，有效推动了吉木萨尔
县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有效落实，也获得了
群众的广泛认可。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通讯员
顾适文报道：9月16日，在玛纳斯县
乐土驿镇上庄子村制种玉米种植基
地的晒场上，20余名村民正忙着剥
皮和脱籽。

乐土驿镇副镇长托力肯介绍，该
镇通过“农户+基地+合作社+企业”
的模式，企业提前下订单，村民收获
后直接售卖给订单企业。目前，该镇
1.8万亩制种玉米大面积收获完毕，
进入晾晒期，当地正积极组织人力、
机械全面启动晾晒和脱籽工作。

据了解，玛纳斯县是国家级杂
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近年来，该县
以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为
依托，大力发展制种玉米产业，积极
推进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
化经营、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
让制种玉米产业实现了生产专业
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

目前，玛纳斯县制种玉米综合
机械化程度达到 98.6%，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 100%，培育出的早
熟、中熟和晚熟玉米可以保障新疆、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每年约
62万亩玉米的用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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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两个统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州农业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调配10万份蔬

菜包支援库尔勒市

乐土驿镇 1.8 万亩制种

玉米喜获丰收

探寻昌吉老龙河西瓜的“甜蜜密码”——

小西瓜长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马军

吉木萨尔县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9 月 17 日，吉木萨尔
县老台乡小老湖村种植的
籽用南瓜开始采收。

近日，老台乡1.2万亩
籽用南瓜喜获丰收。据了
解，今年老台乡种植的籽
用南瓜每亩产量在260公
斤左右，所产籽粒饱满匀
称，品相非常好。

齐旭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