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李鑫琰报
道：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小海子村村民王
解忠利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跳鱼岛景
区生态旅游资源和地处富硒带的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富硒辣椒产业，通过发展
庭院经济，让富硒小辣椒成就富民增收
大产业。

3 月 3 日，笔者见到王解忠时，他
正在用石磨碾压辣皮子，准备做辣椒
酱。王解忠笑着说：“我们生产的辣椒
面、辣椒酱卖得特别好，如果下单晚了，
可就买不上了。”

2018年，小海子村党支部组织王解
忠和部分村民到陕西省袁家村取经学
习。学习归来，王解忠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种了20亩辣椒，第一年就见了效益，
收入达到6万元。第二年他扩大种植面
积，种植了200亩辣椒，并创办了王记辣
子坊，对地产辣椒进行深加工，主要生产
干辣椒、辣面子、辣椒酱等产品，一年下
来，纯收入就达到了30多万元。

王解忠说：“今年我准备继续扩大生
产规模，扩大辣椒种植面积，让更多消费
者吃上我们的富硒辣椒。”

2022年，王解忠和村里的40余户村
民签订了收购协议，辣椒种植规模扩大
到了 2000 余亩。王记辣子坊生产的产
品原料全部来自村民自家种植，将成熟
的辣椒采摘回来后，经晾晒、剪结、炒制、
石磨、包装5道工序加工，整个生产过程
均为手工操作，生产出的辣椒面香而
不燥。

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小海子村党支部
书记朱涛说：“我们小海子村位于富硒
带，种植的辣椒含有丰富的硒元素。下
一步，我们将成立富硒果蔬合作社，做大
做强富硒农产品品牌，带领更多的村民
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李俊
欢报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
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有序推进春耕备
耕工作。

3 月 4 日，在庆阳湖乡一农资商店
门前，停放着一辆满载化肥的货车，这
车化肥重达 30 余吨。“我们准备的农
膜、种子、肥料等农资完全可以满足农
户需求。”门店负责人介绍说。

农资有保障，春耕备耕贷款发放也
要及时。为确保春耕备耕信贷投放工
作高效开展，吉木萨尔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庆阳湖支行完善和简化项目调查、
审查、审批、投放等流程，不断优化金融
服务，快速高效为农户办理春耕备耕贷
款，为春耕生产提供资金保障。

在庆阳湖乡庆丰源滴灌带加工厂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测
量、比对、添料……“目前加工厂的7条
生产线全速运转，30 多名工人每天生
产滴灌带 120 卷左右。今春计划生产
滴灌带4万余卷，可保障庆阳湖乡及周
边地区15万亩耕地的使用需求。”该加
工厂负责人丁琪说。

“为确保春耕生产有序进行，庆阳
湖乡积极组织辖区内各类农资经销商
开展地膜、化肥、种子、农药、农机具等
春播物资调配储备工作，全力保障各
类 农 资 供 应 ，满 足 春 季 农 业 生 产 需
求。目前，储备尿素、二胺、氮肥、磷肥
等 4000 余 吨 ，各 类 农 作 物 种 子 650
吨。”庆阳湖乡党委书记郭刚介绍。

在庆阳湖乡双河村红花种植产业
基地的农田里，一台大马力机车正在

雪地里进行破雪作业，重型缺口耙将
翻起的泥土和雪混合搅拌，露出了逐
渐松软的黑土地。

在庆阳湖乡二工梁村农机大院
里，农机手们正在加紧检修播种机、深
松机等农机具。导航系统、发动机、电
瓶、液压系统……每台农机都要经过
仔细检修和保养，截至目前已检修农
机具450余台。

“这几天，庆阳湖乡 5 万亩土地破
雪迎春播工作有序开展，预计3月中旬
破雪作业可全部完成，给红花、玉米等
农作物适期早播创造有利条件。同
时，我们还组织了技术人员每天到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家中开展农机检
修技术指导工作，为春耕春播保驾护
航。”郭刚介绍。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齐旭云
报道：为落实2023年农机补贴申请审核
及核实工作，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地落
实好购机补贴政策，助力春耕生产，确保
将购机补贴及时、足额、准确地发放到购
机户手中，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历时2个
月对辖区内补贴机具进行了全面核查。

老台乡人民政府成立了农机购置补
贴领导小组和补贴机具核实领导小组，
乡农机站与乡财政、乡纪检部门紧密配
合，对购机者信息（姓名、地址、身份证）
和机具信息（生产厂家、型号、名称、发动
机号、台架号、生产编号）认真核对，做到
实际购机与系统申请相符，机具铭牌信
息与系统上传机具信息相符，确保补贴
机具真实可靠，防止套取国家补贴资金
现象发生。

按照“谁核实、谁签字、谁负责”的责
任追究制度，对辖区内农机逐机逐台进
行核实，做到见人、见机、见票，对购机户
享受补贴的机具喷字喷号、人机合影，核
实率达到100%。

及时告知群众补贴到位情况，及时
下发到位资金，并在领取补贴群众所在
的村组进行公示。

截至2月28日，全乡录入农机购置
补贴手机APP的农机具共45台（套），核
实录入“国三”补贴农机具4台（套）。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不负春光
开好局。3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呼图壁
县大丰镇工业园区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
司120吨电炉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建
设现场，只见履带吊车不断起吊，加紧组
装墙面檩条，数辆工程车辆往来穿梭，
700 多名建设者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忙
碌着。

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11月，是福建省龙岩市对口援疆
重点投资建设项目。该公司主要从事螺
纹钢、线钢等钢铁产品生产和销售，2014
年4月正式投产，年产特钢100万吨，年
产铸件50万吨。

2022 年 6 月，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
司启动建设120吨电炉产能置换升级改
造项目，将原有2台75吨电弧炉进行产
能置换升级，新建占地3.5万平方米的电
炉炼钢车间和电炉配套除尘、水处理等
辅助设施，总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预
计总投资9.75亿元。

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见到了正在检

查施工情况的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司
120吨电炉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经理
张昕。他介绍说：“目前，项目的钢结构
建设进度已完成80%，工程建设顺利，预
计将在4月底完工。”

张昕告诉记者：“为更好地满足120
吨电炉对各项工艺流程的要求，提高厂
房的整体空间利用率，公司进行统筹规
划，增加新建主厂房整体跨度，厂房内两
根钢柱轴距由原来的12米增加到24米，
厂房高度达到 42 米，单根钢柱重量达
108吨，单根梁柱重量达52吨。今后我
们将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力保障项目
快速落地。”

“此次项目改造主要针对装备设施、
产品结构、生产工艺、环保设备等方面进
行升级，电炉改造完成投入使用后，生产
效率将大幅度提升，将由原来日产钢铁
产品2000吨增长至日产6000吨，生产效
率将是原来的3倍。”新疆新安特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松说。

张松还介绍，在 120 吨电炉产能置

换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投资
5000 余万元引进余能余热回收处理技
术，这项技术可将电炉内的余热转换为
电力能源再利用。“以前每生产 1 吨钢
要耗电 390 度，升级之后生产 1 吨钢耗
电 330 度左右，同时通过余热转换每年
可产生 1000 万度电，既实现节能减排，
又能降本增效。”张松说。

在高线钢生产车间，数名工人正对
轧钢生产线上的部分设备进行焊接
维修。

“公司原有生产线将于 3 月中旬开
始生产。120吨电炉产能置换升级改造
项目预计于今年9月份全面完工并试生
产。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党中央关
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要求，不断
提升产品‘含绿量’，争当可持续发展先
锋。”张松说。

近年来，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司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快产业改造升
级步伐，加大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积极推
动钢铁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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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子村：

富硒小辣椒成就富民

大产业

呼图壁县：钢铁产业逐“绿”前行

老台乡：

扎实开展补贴机具核

实工作

3月7日，吉木萨尔县老
台乡南湖村互助养老院，乡
民政干部正在了解老人的生
活情况。

据了解，该互助养老院
现入住60余名老人，乡政府
定期组织乡镇干部上门了解
老人们的需求，帮助打扫庭
院卫生、义务理发，让老人们
深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和温暖。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庆阳湖乡抢前抓早备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