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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佘再兴、吕丽娟报
道：笔者近日从准东现代产业学院获悉，
7月，该院将输送191名学生到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企业顶岗实习，毕业后就可
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转为正式职工。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准东经济技术
开发区呈现出优势资源大开发、基础设
施大建设、能源产业大发展的良好态势，
人力和人才需求十分旺盛。为从根本上
解决人才供给不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
题，2021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6
亿元建成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配
备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人才公寓、大
礼堂、体育馆、餐饮服务中心等设施，建
成电工、焊接、金工、化工等七大专业群

23个实训室，可满足2500多名师生同
时开展不同工种的教学及特种作业人
员从业资格培训取证。如今，“产教融
合、工学一体、定向培养、双向赋能”的
育人模式，已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花结果”。
今年3月，新疆工程学院与准东经

济技术开发区携手开展产教融合深度
合作，准东现代产业学院揭牌成立。
打造“办学跟着就业走，专业跟着产业
走，课程跟着岗位走，教学跟着车间
走”的办学模式，通过“订单”“委培”等
方式，为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源
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此外，还有中国
矿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昌吉职
业技术学院、阜康技师学院等疆内外
10多所高校，也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牵手合作，全方位开展各类人才培
养输送工作。此前，昌吉职业技术学
院100名学生、阜康技师学院90多名

订单班学生，已于2022年进入新特硅基
和戈恩斯硅业顶岗实习，今年6月毕业后
将与企业签订合同，转为正式职工。

“产教融合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新
特硅基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邢超说，“学
校可以针对企业需求，制定教学方案，产
教结合将更加紧密，针对性更强。学生
提前到岗实习，接受企业文化熏陶，正式
上岗后很快就能适应，而且生源稳定。”
他还透露，顶岗实习期间，实习生每月能
领取6000元至6500元的工资，享受免费
食宿待遇，转正后工资还会更高。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局长骞
军生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人
才。目前，我们正在制定合作办学办训的
优惠政策，计划对入驻合作院校、企业提
供产教融合政策支持。通过不断深化产
教融合，为准东开发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全力打
造工匠园区和工匠人才聚集新高地。”

本报讯 通讯员马军报道：近年来，
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
下简称“昌吉农高区”）立足自然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通过科技驱动、
示范带动、基地联动运营模式实现品牌
拉动，助推西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

盛夏正是桃李芬芳、瓜果飘香的季
节。在昌吉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
地，西瓜藤铺满了整片西瓜地，一个个挂
果的西瓜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疏果
和修枝。农户褚付义介绍，他今年种植
了近1万亩老龙河西瓜，预计6月25日
采收，亩产 7 吨左右，亩均纯收益可达
4000元。

“这些年我们种的西瓜卖得特别好，
引种的金城5号、安农2号品种，在内地十
分畅销。”褚付意言语间满是笑意。

老龙河地区种植的西瓜体型大、皮
薄肉厚、纤维极少、含糖量高、甘甜多汁，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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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昌吉农高区获评“中国西

瓜之乡”
前些年，由于技术原因，老龙河西

瓜种植面积小，一直成不了规模。为
此，昌吉农高区从河南请来种瓜能手，
示范带动本地瓜农提高种植水平。针
对传统大水漫灌病害重、糖分低等弊
端，大力推广节水滴灌、品种改良、增施
有机肥、综合防治病虫害、西瓜嫁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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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江苏省西瓜收购商孟亚军对老龙
河西瓜格外青睐，每年老龙河西瓜成
熟时，他都会上门收购。去年孟亚军
收购了3000多吨老龙河西瓜，运往江
苏省销售大获成功，今年他计划加大
收购量。孟亚军说：“老龙河西瓜个头
大、品质优、销量好，深受江苏消费者
的喜爱，今年我准备将收购量翻上一
番。”

昌吉农高区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等科研单位资源优势，开展了西瓜早
春双膜栽培技术和西瓜露地简约化栽

培技术研究与集成工作。经过多年的种
植实践，昌吉农高区总结出一整套栽培
技术经验成果，发布实施了《绿色食品老
龙河西瓜露地轻简化栽培技术规程》《绿
色食品老龙河西瓜早春双膜栽培技术规
程》2项农业地方标准，有效指导老龙河
地区早春西瓜实施标准化种植管理，提
升产品品质和效益，提高老龙河西瓜品
牌价值。

截至目前，昌吉农高区拥有西甜瓜
制种龙头企业4家，登记自主知识产权
西甜瓜品种83个，著名商标2个（“农康”

“西域”西甜瓜种子），通过国家瓜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试验研发品种近 200 个，
是昌吉州良种繁育基地（西甜瓜、蔬菜）
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甜瓜良种辐射面积
近400万亩。

昌吉农高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其军表示，昌吉农高区将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科技研
发投入，制定老龙河西瓜生产标准，培育
和提升一批以老龙河西瓜为代表的特色
优势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涛、付蓉报道：近
期，自治区财政厅预算绩效评价中心开展
2022 年度地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效评价工
作，昌吉州财政局绩效评价中心干部赴克
拉玛依市各区县财政局进行为期15天的
交流学习。

我州财政干部通过查阅绩效工作档案
资料、核对绩效管理系统等方式，就克拉玛
依市及其区县 2022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交流。

下一步，我州财政部门将学习借鉴克
拉玛依市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好的做法，
通过专题培训、督促检查等方式，进一步落
实各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提升预算绩效
管理水平，为昌吉州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贾春婷报道：
6月，奇台县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冬
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春小麦开始扬花，田
间管理到了关键时期。

6月7日，在奇台县古城乡南湖村的冬
小麦地里，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通过小
水轻浇和喷施叶面肥来改善小麦生理机
能，促进灌浆，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抵抗能
力。“这两天天气炎热，我准备给麦子打药，
浇上灌浆水，预防干热风。”南湖村村民柴
伯燃说。

当前是小麦灌浆生产的关键期，也是
干热风的多发期。据悉，干热风是小麦灌
浆期发生的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
的农业气象灾害，会导致小麦灌浆的时间
缩短，秕粒增多，进而影响小麦的粒重，最
终造成减产。为了做好干热风天气防范应
对工作，奇台县30多名县乡（镇）农业技术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喷防，适
时适量浇好灌浆水。

奇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吴英
杰说：“近期天气炎热，我们分赴各乡镇察
看农作物长势，指导农户做好干热风预防，
确保小麦适时灌浆，做好‘一喷三防’。”

今年，奇台县小麦种植面积达到88万
亩。截至目前，全县平原井灌区已浇一次
灌浆水，并采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为小麦
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近日，
昌吉市绿洲路街道西域社区“智慧父母成
长公益课堂”开讲。

据绿洲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磊介绍，
“智慧父母成长公益课堂”是由西域社区联
合辖区昌吉州第四中学、昌吉市第四小学
以及伶俐君悦海棠幼儿园开设的家庭教育
培训课堂，每月定期举办家庭教育知识分
享活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
境。该课堂通过调查问卷、入户走访、电话
询问等方式，深入了解不同年龄段父母的
诉求、困扰，积极向学校反馈，再由学校根
据家长诉求安排相应课程，为家长答疑
解惑。

当天，昌吉州第四中学副校长常艳琴
作了专题讲座。常艳琴说：“我们将通过

‘智慧父母成长公益课堂’引导家长树立正
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
中的困惑，用科学的家庭教育引导孩子全
面发展，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更有幸福感
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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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龙河西瓜焕发新活力

6月11日，在呼图壁县锦华盛
业高产奶牛养殖区建设项目现场，
工人在智能化挤奶大厅加紧施工。
该项目由中铁十四局集团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承建，规划占地面积约
2000亩，总投资3.1亿元，项目新建2
个标准现代化奶牛养殖区，预计今
年6月底完工。项目建成后，养殖
区可容纳1万头奶牛，可实现奶牛
生长、养殖全过程、数字化和智能化
的质量管控，确保奶源品质。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