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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进入7月，
昌吉市2300 亩鲜桃陆续成熟上市。许多市
民走进采摘园，挑选、采摘鲜桃。

7月17日，笔者在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
鲜桃种植户陈巧利的蟠桃园里看到，桃树茂
密的枝头上挂满了粉里透红的鲜桃，吸引了
不少游客和市民前来采摘购买。

陈巧利经营了30亩桃园，这几天，前来
购买鲜桃的游客络绎不绝。“一到周末，前来
采摘的游客一拨接一拨，这一天下来，至少
能挣3000元。”陈巧利说。

近年来，昌吉市不断调整和优化种植业
结构，引导农户种植桃树等特色林果，发展采
摘观光旅游。目前，全市桃树种植面积已达
2300亩。

本报讯 通讯员万里洪报道：7
月6 日，在奇台县吉布库镇二马场村
的葫芦地里，村民胡俊毅和蜂农史万
新一起查看蜜蜂授粉情况。

胡俊毅是吉布库镇达板河村村
民，他在二马场村承包了 3500 亩地，
种植葫芦、打瓜、甜菜等经济作物。为
了提高产量和效益，他租了80多箱蜜
蜂为葫芦、打瓜授粉。

打瓜、葫芦靠自然授粉，坐果率比
较低而且籽粒不饱满，畸形籽比较多，

品质得不到保证，亩产量通常在 150 多
公斤左右。胡俊毅说：“农技人员告诉
我，种葫芦要引进蜜蜂授粉，可以提高坐
瓜率和产量。今年我‘租蜂’授粉，估计
亩产量能超过200公斤。”

近年来，蜜蜂给打瓜、葫芦等经济作
物授粉的增产作用逐渐被奇台县广大农
户认可，许多农户和胡俊毅一样，“租”蜜
蜂给瓜类作物花期授粉，经济作物增产
15%左右。

史万新是半截沟镇蜂农，也是奇台

县养蜂协会会长，他养殖蜜蜂已有20
多年，今年他养殖的300多箱蜜蜂，全
部租给了当地农户。史万新说：“今年
我养的蜜蜂全部租出去了，租金一箱
150元到200元之间。种植户增产，蜂
农增收，实现了双赢。”

目前，奇台县有蜜蜂养殖户60余
户，养殖蜜蜂18000多箱，在满足本地
农作物授粉的同时，一部分运到周边
县市、团场授粉，仅租蜂年纯收入就达
到360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钮生生报道：又
是一年夏粮归仓时，连日来，呼图壁县粮食收
购企业积极开仓收粮，按照粮食收购标准把
好入库关，确保夏粮收购工作平稳进行。

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该县粮食收购企
业积极做好腾仓并库、检测化验仪器、检修粮
食入库机械设备等工作，严格落实粮食安全
责任，并在各粮站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准备了
茶水、防暑药品等。

昌粮集团呼图壁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副经
理周国庆说：“我们今年计划收购冬小麦5.5
万吨，截至目前，已收购冬小麦5200吨。夏粮
收购期间，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和国家质量标准，坚持以质论价、优质优价，
做到‘一手粮、一手钱’，让农民放心售粮。”

据了解，呼图壁县今年夏粮收购仓容约
11.4万吨。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为方便
农民售粮，呼图壁县粮食部门设了8个粮食
收购点，15 家国有粮食企业参与储备粮收
购，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呼图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高扬
说：“呼图壁县自7月4日起开始收购夏粮，我
们对夏粮收购企业提出要求，必须严格落实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有关规定，加强入库粮食
质量安全检验，坚决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粮食流入市场。县发改委已联合财政
局、市监局、农发行对夏收各项环节开展检
查。夏收工作预计8月中旬结束。”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赵连绪报道：日
前，奇台县供电公司启动供电线路安全检查
工作，全力护航“三夏”用电安全。

奇台县五马场乡铁麦克不拉克村村民张
秀今年种植小麦1200亩，其中多处地块布有电
力杆线，不仅不利于机械化作业，也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巡检人员发现问题后，及时在电
杆醒目位置粘贴了防撞警示条，为电杆拉线装
上了防护套。张秀说：“到了夏收农忙时节，人
都在地里忙，防火防电特别重要。供电公司人
员给我讲解了许多防火防电知识，还在电杆上
贴了警示标识。”

奇台县供电公司五马场供电所员工王希
智说：“我们供电部门提前行动，给农田里的电
力杆贴上防撞警示贴，防止农机碰撞事故发
生，确保夏收时节农户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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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189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

奇台县农户“租蜂”授粉实现双赢

7月，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的2.87万亩西瓜喜获丰收。连日来，瓜农们在田间忙
着采摘、装车销售。“老龙河西瓜”具有皮薄肉厚、含糖量高、甘甜多汁等特点，每到西瓜成熟季节，全国各地的瓜果经销商
纷纷慕名前来采购。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昌吉市千亩鲜桃成熟上市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盛夏时
节 ，麦 穗 飘 香 。 进 入 7 月 ，昌 吉 州
189.85万亩冬小麦自西到东开镰收割，
全州1299台联合收割机、1500多名农
机手投入夏收一线，机械化收获占比
100%。

7 月 12 日，在昌吉市庙尔沟乡和
谐二村，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间，金灿灿
的麦穗被压弯了腰。齿轮转动之间，
麦粒、秸秆有序分离，一行行冬麦秸秆
齐刷刷倒下，风吹麦浪，禾谷满仓。

“看，这是我们种植的新品种‘新
冬52’。”顺着和谐二村种植大户赵宗
平手指的方向，一大片金黄饱满的麦
穗在微风中摇曳，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
加紧作战。

“一台联合收割机20多分钟就能
收割完一亩麦地，两天半就能收完所
有小麦，太省心了。”看着装满车辆的
金黄麦粒，赵宗平一脸喜悦地说，小麦
成熟后，从收获到进入粮站入库，麦子
全过程不落地，这样省去了晒粮、存
粮、卖粮中间环节，对节粮减损加了一
道保险。

为确保小麦颗粒归仓，连日来，昌
吉市庙尔沟乡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
中心副主任崔宸浩组织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机收服务，不误农时抓好
夏收。

崔宸浩介绍，庙尔沟乡有冬小麦
6595亩，该中心通过农机保障、技术服
务等方式，大力推行机械化收获小麦，
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提高生产
效率和综合效益，同时为辖区实际种
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和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 152 万元，用真金白银惠农
利民。

农机助力，夏收更高效。州农业农
村局多措并举提前谋划，牵头组建“三
夏”农机跨区作业专班，公布小麦机收
保障热线电话，以乡（镇）、村组为单位
算好机地平衡帐，科学调度辖区收获机
械，全力保障夏收工作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全州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检修调试小麦收获机械1299台、检
修率达 100%，免费发放跨区作业证
271个，协调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00余
台，助力小麦适时收获。

为确保夏粮丰收，州农业农村部
门对冬小麦选种、播种、农机标准化作
业、测土施肥进行指导，抓好田管工作
的每一个环节，应用滴灌技术、加强水
肥管控、强化病虫害防治。据初步测
产，今年冬小麦平均亩产达 441.4 公
斤，较上年增产42.35公斤。

夏收期间，州农业农村局组织技
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全程跟进，指导
落实“三夏”各项技术措施，保障收种

管各项工作快速推进。
当前正值夏粮收购关键期，昌吉

州各类粮食收购主体开足马力，确保
夏粮应收尽收。“我州共准备夏粮收购
仓容 132.6 万吨，收购资金 55.9 亿元，
为106家企业进行粮食收购备案，同时
积极推广使用电话、微信、小程序预约
收购，实现少排队、快售粮。”州发改委
粮食物资储备科科长田孝娥介绍。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农机发生
事故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州农业农
村局建立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全州各
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深入农机作
业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夏收作业
机械安全管理，将可能出现的突发事
件影响减到最小、损失程度降到最低。

“平原地区小麦7月5日陆续开始
收割，受气温低的影响，小麦收获期较
上年推迟7天左右。”州农机推广站站
长吴耿明介绍，7月12日起，全州冬小
麦收获逐步进入高峰期，峰值期间预
计投入收获机械1500台左右，日收获
进度15万亩左右。预计平原地区小麦
7月30日前收获完毕，山区小麦8月20
日左右完成收获。

得益于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的
推广，今年全州冬小麦长势普遍较
好。截至 7 月 18 日，昌吉州已收获小
麦52.2万亩，占平原地区面积的35%。

全程机械化作业，1299台小麦收割机、1500名农机手投入夏收一

线，日收获进度15万亩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