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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乌鲁木齐 2 月 17 日电
（记者杨明方、李亚楠）天山北麓，厚厚的
雪被下，优种冬小麦在高标准农田里积
蓄生机，静待春暖花开。新疆去年完成
冬小麦播种1200余万亩，同比增加75万
亩。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的殷殷嘱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坚决扛起保障粮食安全责
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2
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3650.85万亩，
较上年增加93.34万亩，增长2.6%；粮食
增产77.72万吨。

新疆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持续加大耕地建设和保护力度，强
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不断提高。

坚持建设与改造提升并重，新疆将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提高到每亩
1550元，2022年建成高标准农田715.38
万亩。目前，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达
5000多万亩。

“以前各种各的，东一块西一块，大机
械进不去，种地主要靠人工。”昌吉回族自
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村民高琦
说：“村里成立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后，流
转土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如今，播种机有
北斗导航引导，灌溉有水肥一体化节本增
效新技术，喷药、施肥用上了无人机。”

依靠农业科技和装备，越来越多的种
粮农民挑上“金扁担”。新疆累计选派科技
特派员近8000名，深入基层推广应用新技
术。目前，全区小麦、水稻、玉米综合机械
化率已分别达到98.9%、94%、89.7%。2022
年，全区粮食平均单产每亩496.73公斤，较
上年增加8.8公斤。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新疆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不断提升育种创新能
力。目前，全区粮食生产良种覆盖率达
99%以上，北疆玉米“吨粮田”面积超过
60%，均达全国领先水平。

“使用新品种后，亩均收益提高约200
元。”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小营盘镇

玉米种植户苏杰说：“今年种植粮饲兼用
型新品种，可用于粮食加工和青贮饲料
生产，哪个价格好就按照哪个卖，不仅产
量增加，综合效益也稳步提升。”

高效用水，让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
有了更坚实的保障。新疆设立自治区水
资源管理委员会，推动建立全区统一的
水资源管理体系，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建
设。2022 年，全区供应灌溉用水增加
49.54 亿立方米，增加农作物播种面积
301万亩。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新疆将深入实
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依靠主攻单产稳
定小麦总产，多措并举扩大种植面积，今
年粮食产量力争达到 2000 万吨左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库尔
班江·胡土勒克表示，未来要逐步把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不断提
高产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
报记者陈蔷薇）16 日，由我国司机驾驶
的两辆中方货车，从都拉塔口岸出境前
往哈萨克斯坦科里扎特口岸。这是该口
岸首次实现由中国籍司机驾驶拥有国际
道路运输资质的中方货车出境，也意味
着对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后，
这里正式实现口岸货运中哈直通。

此前，该口岸拥有国际道路运输资
质的货车均为哈方车辆，且疫情期间口
岸货物进出境多采用集装箱吊装模式，
中哈双方司机无接触，互不入境。随着
口岸外贸业务发展，原先由哈方司机驾
驶哈方货车出境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运输需求。

都拉塔口岸实现口岸

货运直通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
日报记者任春香）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获悉：目前，全区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药店已达 130 家，160 种药品纳入

“双通道”管理，实现县域内至少有一家
“双通道”医药机构，基本满足了参保患
者用药需求。

“双通道”是指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国家医保
谈判药品的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
的合理需求。纳入“双通道”管理的国家
谈判药品，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双通道”
药店购买时，可享受医保报销待遇。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
处长傅勇忠介绍，“双通道”供应保障国
家谈判药品、特殊药品是落实国家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举措。自治区
在2020年建立了国家谈判药品、特殊药
品“双通道”供应保障机制，多次动态调
整“双通道”管理特殊药品目录，更好满
足广大参保患者合理用药需求。

“‘双通道’药店具有分布广泛、市场
化程度高、服务灵活等特点，与医疗机构
形成互补，通过这两个渠道保障患者能
够及时买到已纳入医保的谈判药，形成
谈判药品供应保障合力，提高医保谈判
药品的可及性。”傅勇忠说。

新疆160种药品纳入

“双通道”管理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
报记者李莉）世界遗产揭秘互动纪实节
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三季
中有哪些关于新疆的内容？17日下午，
该节目组在新疆人民剧场举行新疆站内
容看片会，记者和多位专家学者、自媒体、
网红大V等一起先睹为快。

看片会上透露，该节目第三季新疆
站有两期节目：“坎儿井篇”“丝路篇”，将
分别对“新疆坎儿井”“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两项文化遗产做活化
展示。

“坎儿井篇”中，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单霁翔，演员周韵、唐九洲以及飞行嘉宾
王濛、艾热的新疆“第一站”，来到吐鲁番
坎儿井，探寻润育新疆2000多年的“水
密码”。

坎儿井是干旱地区劳动人民在漫长
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
坎儿井在中国只有新疆才有，而新疆90%
以上的坎儿井集中在吐鲁番和哈密。据
统计，新疆有2000余条坎儿井，总长5000
公里以上。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
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中华
民族传统井渠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节目中，“万里少年团”来到吐鲁番
坎儿井博物馆抚今追昔；单霁翔、唐九洲、
艾热下到17米深的地下暗渠亲身体验；
周韵和王濛与原坎儿井掏捞队队员对话，
了解他们当时的工作情景。

新疆著名诗人、作家黄毅在看片会
上说：“节目用综艺手法将坎儿井这个‘老
题材’做出了新意，节目轻松诙谐，还带
有一定科普性。在如何讲好新疆故事上，
给我们带来新启发。”

“我们致力于讲好有温度的世界遗
产故事，采用中华传统美学与烟火气相
结合的形式，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
慧、力量、希望和家国情怀，让世界遗产
文化在大众生活中潮起来。”《万里走单
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三季出品人赵振
鹏介绍。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三
季新疆站两期节目“坎儿井篇”“丝路篇”，
将于2月19日、26日通过浙江卫视播出，
腾讯视频同时上线。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三季：

探寻新疆“地下运河”
的魅力

从天山5000多米的雪峰到火焰山下的
荒漠，一道道清泉在人们看不到的地下水利
工程里缓缓流淌数千年，滋养着吐鲁番的片
片绿洲，把最甜的味道留在葡萄里，最浓的
汁水留在烤肉里，最香的气息留在烤馕里
……是谁引来了雪山清泉？——坎儿井。

2月17日举行的《万里走单骑—遗产
里的中国》第三季新疆站看片会，“万里少
年团”成员对坎儿井开启探寻之旅。

探寻坎儿井，是探寻坎儿井与人的密
切关联。“万里少年团”见到了坎儿井的壮
观和深沉，在村民家品尝了红烧羊肉、大盘
鸡、烤馕、烤全羊等由坎儿井水“孕育”出的
种种美食。在这片年降水量仅16.4毫米，
而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的土地上，人们对
水的情感尤其深刻，他们把坎儿井视为生
命之源，也心甘情愿为坎儿井的功能延续
付出极高的辛劳。

现场观众对用综艺节目形式来展现坎

儿井悠久的历史、神奇的功能、对人类文明巨
大的贡献表示肯定，觉得让人耳目一新。

“节目中对坎儿井掏捞队员的关注特别
动人，不论年老还是年轻，不管用老式工具
还是新式机器，对保护和修护坎儿井不遗余
力的精神是相同的。”观众拜尔娜·阿依
肯说。

嘉宾艾热在节目中的一番心语说到了这
种精神的核心，就是在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
时，人们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用智慧和集体
之力找到水源及引水的方法，且代代相传予
以守护。“不单是坎儿井建造得伟大，一代代
坚守的人民更是伟大。”“万里少年团”成员单
霁翔在节目中说。

探寻坎儿井，是探寻与坎儿井同样具有深
厚文化内涵的遗产。姑娘和小伙子们身穿绚
丽的维吾尔族服饰，在坎儿井景区跳起欢乐的
维吾尔族赛乃姆，鼓声雷动，唢呐齐鸣，“万里
少年团”和群众跳起热闹的纳孜库姆。单霁翔

抓住了舞蹈的关键动作，前后移动脖
子，引来群众的欢呼。

与坎儿井一样，维吾尔族服饰、维
吾尔族赛乃姆、纳孜库姆、馕制作技艺
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在吐鲁番的各大旅游景区，非遗技
艺、非遗作品、非遗表演引来大批游客，
也极大调动了百余名各级非遗传承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看片观众对节目的趣味文化体验
形式和讲好大美新疆故事的切入点十
分肯定。“《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
国》新疆站，说的是坎儿井，却又不只
是坎儿井，与它相依存的各类文化遗
产，都被巧妙地展现，自然地相融。”看
片观众李时延说，新疆从来不缺好人、
好故事、好风景，节目结合文化与潮
流，为新疆打造文旅结合亮点提供了
很好的范例。

新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022年增加播种面积93.34万亩，增产77.72万吨

“破圈”寻遗讲述坎儿井故事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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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设置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部
署学校教练员岗位设置工作。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