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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陈雪皎、王禹燕报道：
2月3日至10日，吉木萨尔县招商团队先后
赴厦门、深圳、上海、江西、安徽、浙江、北京
等地开展招商活动。围绕吉木萨尔县产业
发展方向和人才需求，招商团队实地考察
了湖南怀化湘维集团、上海正威供应链有
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及工厂，精准对接产业
项目，务求实效推动合作，为吉木萨尔县高
质量发展再蓄新动能。

在此期间，招商团队重点围绕能源、硅
基、铸造、化工、静脉5大工业产业，与招商
企业跟进洽谈重大产业投资项目，积极推
介吉木萨尔县投资环境、产业优势和发展

规划，并与企业密切对接投资项目安排计
划，力争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建设。

此次招商活动中，不少企业纷纷表示
对投资吉木萨尔县充满信心，表达了投资
意向。

此外，招商团队还出席了由福建援疆
厦门分指挥部和吉木萨尔县共同打造的
新疆北庭文化吉木萨尔县农特产品展示
中心的开业仪式。新疆北庭文化吉木萨
尔县农特产品展示中心位于厦门市五一
广场，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展示中心陈列
有创兴面业、中瑞牧业、天山骄子等来自
吉木萨尔县11家农特产品深加工企业的
百余种商品。

据悉，自2010年对口支援吉木萨尔县
以来，厦门市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在吉木萨
尔县形成了人才援疆、项目援疆、教育医疗
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多领域立体化

的援疆工作格局，厦吉两地交流日益密切，
两地人民也结下了深厚情谊。

新疆北庭文化吉木萨尔县农特产品展
示中心的成功打造是两地不断深化合作、
密切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吉木萨尔
县农特产品走出新疆的推介平台，也是厦
门人民了解新疆文化、了解吉木萨尔县风
土人情的重要窗口。

招商团队成员王文钰说：“吉木萨尔县
投资兴业氛围浓厚，有亲商护商的良好环
境，有招商引资扶持政策加持。今年，我县
将预计完成项目资金100亿元，召开疆内推
介会8场次、外出考察10次以上。”

接下来，吉木萨尔县招商团队将继续
奔赴各地开展大招商活动，营造招商引资
的浓厚氛围，精准开展招商活动，做实做细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本报讯 通讯员任东升、马琳报道：
立春过后，冰雪消融，万物复苏。进入春
耕备耕时节，吉木萨尔县各农资生产企
业加紧生产地膜、滴灌带、水带等产品，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2月8日，笔者在吉木萨尔县天露节
水材料有限公司仓库看到，生产好的地
膜、滴灌带被整齐码放，正在等待装车。
走进该公司的滴灌带生产车间，7条全自
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这两年，吉
木萨尔县天露节水材料有限公司升级了
全新的生产线，3名工人就可以兼顾7条
生产线的运转，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今年，该公司与邻近的两乡一镇签订了
13 万亩总计 4 万件滴灌带和 400 吨地膜
的生产订单。

“目前厂里26名工人全部在岗，每天
可生产滴灌带260件、地膜6吨。”吉木萨
尔县天露节水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飙
介绍，“地膜车间已经完成近一半的订
单，滴灌带车间现在已完成了三分之二
的任务量，预计在四月中旬就可以完成
所有订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不断提
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吉木萨尔县天露节
水材料有限公司还大力推广废旧地膜、
滴灌带回收再利用。“我们把废旧滴灌带
通过粉碎、清洗、再加工等方式变废为

宝，然后再返销给农户。这样既解决了
部分土地污染问题，也降低了农户使用
滴灌带的成本。”陈飙说，“这样做比购买
新的滴灌带要省去三成费用，大概每年
可以给农户每亩地节约40元钱。”

笔者注意到，在吉木萨尔县天露节
水材料有限公司地膜生产车间，两条地
膜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生产。据悉，今年
除常规地膜生产外，该公司还承接了吉

木萨尔县 15 万亩加厚地膜试点的生产
任务。

陈飙介绍，加厚地膜是将常规地膜
厚度0.01毫米加厚至0.015毫米，这样生
产的加厚地膜耐候期比较长，一方面可
以提高地膜覆盖杂草、保墒保温的利用
率，另一方面地膜不易风化，其回收率可
达到90%以上，更易于回收再利用，保护
环境。

从北庭故城遗址内城南门步行到
西门、东门、北门，再到外城北门，最后
到西大寺……1 月28 日，年后上班第
一天，罗瑜就和同事穿梭于残垣断壁
间，在北庭故城遗址重要点位实地踏
勘，为新疆北庭干部教育基地现场教
学点做展示牌。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
官归京》描述了在北庭大雪纷飞中送
别的场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北庭
故城遗址的内外城核心建筑都已消
失，但四周城墙的轮廓、护城河和壕沟
一直都还在，残垣断壁诉说着古城的
兴衰。

今年 51 岁的罗瑜是吉木萨尔县
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回到家
乡从事文化工作。因为工作原因，他
经常走进人们眼中的破城子——北庭
故城遗址，逐步加深对这里的了解。
2016 年后，罗瑜任该县文物局局长，
后又任北庭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
步步深入探寻丝路北庭前世今生。今
年，为了让北庭故城遗址更好地发挥
实证作用和现实意义，罗瑜又被任命
为吉木萨尔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2016 年 7 月，罗瑜和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新疆考古
专家覃大海、张铁男等人组成联合考
古队，在北庭故城遗址南门起早贪黑
进行考古发掘。有一天，在考古工地，
覃大海不慎掉进了3 米多深的探沟，
动弹不得，被抬出送往医院，经检查是
盆骨骨裂。“住院一周后，覃大海没有
回家休养，又回到考古工地继续坚持
工作，我们都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
罗瑜说。

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
府治所遗址，该遗址于2014年6月22
日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
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6年成立的北庭学研究院，主要围
绕北庭故城遗址的保护与研究，集合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通过考古发掘、学
术研究与博物馆展陈等方式，提升北
庭故城遗址保护与研究水平。

“北庭故城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展现新疆
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实物见证，具
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罗瑜说，
当时，他和同事们工作的重心就是加
强对北庭故城遗址的保护。冬天他
们及时清扫城墙的积雪，避免雪融化
造成城墙破坏；夏天多雨，他们常常
冒雨去巡护。

“今年我们将举办第七届北庭学
研讨会，让北庭学这块金字招牌越来
越闪亮。”罗瑜说，近年来，北庭学研究
院通过研讨会这个学术平台，“借脑”
一大批专家学者，先后出版了《北庭史
论集》《北庭钱币研究》《北庭史丛考》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北庭学研
究》等书籍，为北庭学研究打下了坚实
基础。

在做好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同时，
北庭故城遗址也成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
会科学普及基地。“我们的北庭高昌回
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和丝绸之路北庭故
城遗址博物馆采用了全息投影、VR
展示、微缩模型、数字化复原、互动魔
法墙等多种手段，吸引了许多孩子和
年轻人走进北庭，让千年故城遗址焕
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罗瑜说。

抢跑新春“第一棒” 吹响招商“冲锋号”

吉木萨尔县赴多地开展精准招商

罗瑜：穿梭于北庭故

城残垣断壁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2月8日，吉木萨尔县天露节水材料有限公司地膜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包装生产
好的地膜。 任东升 摄

吉木萨尔县农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

近日，吉木萨尔镇北庭
路社区“红马甲志愿者宣讲
队”走进辖区各小区，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中，宣讲员们结合
吉木萨尔县基层社会治理、
平安建设、小区物业、安全生
产等热点话题，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为群众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把党的声音传递到

“最后一公里”。
赵浪浪 摄

社区来了宣讲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