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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

班列超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列 庭州 时评
TIANSHANSHIPING

新疆资源环境优势突出，具备发展现
代农业的先天优势。自治区提出深入实施
农业强区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提高新
疆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中的贡献度。

今年以来，全疆各地全力夯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物质基础，稳住面积、主攻单
产，抓好粮食生产，夏粮再获丰收，粮油产品
供给充足。上半年，新疆夏粮实现面积、总
产、单产“三增”，总产达701.2万吨，较上年
增产46万吨，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总产增
量居全国第一。新疆不仅将粮食安全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还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积极贡献，供应了优质的新疆粮。

扩大面积
打牢稳产增产基础

今年以来，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和农
业农村部门紧紧围绕国家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按照“区内结余、供给
国家”的粮食工作方针，通过调整种植业
结构、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政策支持，全
力以赴抓好夏粮生产。

“全区粮食生产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晶说，
新疆通过强化政策引领、优化种植结构等，实
现了粮食生产“扩面”，夯实了丰收基础。

“政策好、技术好，我们种粮农民底气
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夏孜盖乡哈尔
苏哈村村民据朋豹说，今年他种了301亩
小麦，农业技术人员经常到地头指导，自治
区对种粮农民有直接补贴，丰收后售粮环
节通畅，今年他种的小麦亩产超过500公
斤，实现了增产又增收。

粮农收益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基
础。今年以来，自治区统筹中央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32.9亿元，将冬春小麦补贴提高至230元/
亩，惠及小麦种植户130余万户，全力保障
农民种粮收益。还向全区43个国家级产
粮大县发放中央财政奖励资金9.1亿元，鼓
励其加快粮食产业发展。

同时，全区通过增加耕种面积、提高复
种效率、优化种植结构等方式，有效增加粮
食种植面积。全区夏粮生产面积（主要是小

麦）共计1816.4万亩，较上年增加79.2万亩，
占全国夏粮增加面积的67.2%，面积增量居
全国第一，有力保障了粮食的稳产增产。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今年以来，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充分的灌溉保障，阿瓦提县鑫汇诚农机服
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管理的 4000 余
亩冬小麦实现了增产增收。

“平均亩产较上年提高50公斤，增幅明
显。”该合作联社理事长雷延钢说，今年，合
作联社的小麦全部种在高标准农田里，实现
了水肥一体化集约管理。农业、水利等部门
根据农作物用水需求，充分保障灌溉用水，
春季用水高峰时的“卡脖子旱”没了，小麦长
势明显优于往年，奠定了全年丰收基础。

水是新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今年
以来，我区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结合河道
来水、水库蓄水、地下水和产业结构等情
况，按照优先保障粮食作物、二轮承包地、
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用水，其他作物弹
性配置的原则，统一编制了2023年灌溉供
水计划，充分保障农作物灌溉用水，特别是
粮食作物灌溉用水需求，提高供水质效，确
保农田灌溉得力。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抓住种子和耕地两
个要害，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
2022年底，全区（地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3626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57.4%。其中，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的75%以上。今年我区将继续建设高标准
农田435万亩，其中新建340万亩，改造提升
95万亩，为粮食产能提升奠定“地力”基础。

同时，各地将科技和装备作为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支撑，立足当前全
区粮食安全和产业发展需求，强化技术创
新引领，在全区开展小麦、玉米等主要粮
食作物优质高产标准化栽培技术推广应
用，大力推广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等种
植管理技术，通过良种、良法、良田、良机
有机结合，深挖增产潜力。

目前，全区高效节水应用面积近6300
万亩，其中精准水肥调控示范面积120万
亩以上，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

全区（地方）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6.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
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实现耕种收
全程机械化。

强化储备加工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粮油产业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上游
生产环节的有力供应，也离不开下游收购
加工各环节的提质增效。

“通过线上预约售粮，基本不用排队。”
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喀拉塔宋村村民阿
卜力克木·吐尔洪说，今年售粮方便快捷，
粮食价格也不错，很快就能拿到售粮款。

夏粮丰收后，为了能让粮农放心售粮，
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引导多元主
体入市收购，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作用，及时提供清理、收储等服务，努力让
农民卖“明白粮”“暖心粮”“舒心粮”“放心
粮”。同时，各地积极推广应用现代仓储管
理技术，仓容应用绿色储粮技术比例达
74%，粮库储粮综合损耗率降至0.43%，库
存粮食宜存率多年保持100%，储粮质效实
现由量到质的根本性改变。

在做好粮食收储工作的基础上，全区
持续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通过组
建区域性粮油集团，加大资源整合、资产重
组力度，提高粮食企业市场竞争力。

“集团化发展大幅提高了企业经营效
率。”昌吉回族自治州粮油购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苏明说，企业
先后实施产业链打造工程、组织变革工程
等一系列改革，在承担自治区和地方宏观
调整的政策性粮食经营业务的同时，还按
市场需求做好粮食流通经营，逐步成长为
一家集购储销和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国有粮
食实体企业。

目前，新疆各地逐步整合辖区内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已完成组建10个区域性粮
油集团。各粮油集团树立“大粮食”“大产
业”“大市场”“大流通”理念，转变过去“收
原粮、卖原粮”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在
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上下
功夫，不断挖掘新疆粮油产业发展潜力，让
更多优质粮油产品走向疆外大市场。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逯风暴）截至8月5日，今年阿拉山口
铁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数量已超4000列，
比去年提前25天突破4000列大关。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朋友圈”不断扩
大，开行品质不断提升，经新疆通行的中欧
班列数量持续增加，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枢
纽节点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我国西部繁忙
的陆路港口。

阿拉山口站合理安排调车机作业列车
解编、车辆取送、到发线运用，优化调车作业
计划编制传达、制票、换装等作业流程，提前
预留线路，保证不间断接发。车站准轨出国
列车周转速度平均时间压缩至20分钟以内，
入境班列换装时间压缩至1个小时以内。

“简化通关手续、优化服务水平、提供
预约通关、舱单归并等多项便利化通关措
施，助推班列快速通关。”阿拉山口海关综
合业务一科科长李宏峰说。

目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班
列线路累计达10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
个国家，搭载的货物涉及汽车及配件、棉
纱、木材等八大类200余种。

面积总产单产“三增”——

新疆粮食生产能力全面提升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毅

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公布

新疆12通（方）文物入选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张海峰）近日，国家
文物局印发《第一批古代名碑名
刻文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
新疆12通（方）文物入选。

此次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名
录》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 1658
通（方）重要文物，刻成年代从战
国至清代，文字种类包含汉、藏、
蒙、满、维吾尔等20种，全国各省
区市均有分布，保管、收藏在323
处文物保护单位和221家文物收
藏单位。

新疆入选的 12 通（方）文物
分别产生于东汉、南北朝、唐代和
清代。其中，东汉4通（方），分别
为《刘平国刻石》《焕彩沟石刻》

《东汉裴岑纪功碑》《汉任尚碑》；
南北朝1通（方），为《北凉且渠封
戴墓表》；唐代 5 通（方），分别为

《唐姜行本纪功碑》《唐张礼臣墓
志盖》《唐张礼臣墓志》《唐张雄夫
人永安太郡麴氏墓志》《唐石刻

“华吉祥”佛》；清代2通（方），为
《清额敏和卓造寺石碑》和《平定
准噶尔勒铭碑》。

“我国古代碑刻石刻文物是
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新疆博物
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介
绍，以《刘平国刻石》为例，这方东
汉刻石位于拜城县黑英山乡玉开
都维村以北，博孜克日克沟口西
侧崖体上，刻于东汉永寿四年（公
元158年），记载了东汉时龟兹左
将军刘平国在天山南北通道要塞
凿关建城的史实，是汉中央政府
治理新疆地区、保障新疆地区安
全的历史见证。

据了解，此次遴选是以古代
碑刻石刻文物所具有的价值为主
要依据，兼顾古代碑刻石刻文物
在类型、内容、形制上的代表性和
稀缺性，以及文物本体保存现状。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新疆大地上的古代碑
刻石刻记录了中华民族、中华文
明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多维度、丰富的历史信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根基工程。有就业就有收入，有
收入生活就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
大学生就业更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
福和谐。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是大学生实
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础，毕业生和
家长要降低就业期望值，拓宽就业范
围，树立大众化就业观。毕业生应认
识到，理想就业不是非考取公务员、
事业单位或进入国企才行，关键是选
择适合自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的工作岗位。

就业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种整
体价值观。只有摒弃不适应时代需要
的就业观念，坚持从基层、从普通岗
位干起，才能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理想
奠定根基，做好思想准备。

转变就业观念，由创业带动就
业，再由就业促进创业的成功案例数

不胜数。昌吉市鑫成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成亮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养殖
对虾，带动20多户农民共同致富；呼
图壁县五工台镇小泉村人任伟大学毕
业后在父亲劝说下返乡创业，流转土
地上万亩，通过科学种植，取得可观
收益，同时为附近农户提供季节性就
业岗位，每年支付工资约 200 万元；
玛纳斯县六户地镇闯田地村人王林辉
在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去城市找
工作，而是选择回乡创业靠养殖兔子
开启致富门，实现自我价值。

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迫在眉
睫，而就业观念的转变需要全社会营
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加强就业指导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就业新风尚。

为促进就业，在政府采取和实施
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同时，无论是社会
就业人员还是大学毕业生，也应该积

极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应对就业形
势，对自己和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和了解，把个人的理想和期望与社会
需求相融合，使社会就业人员特别是
大学毕业生有充分的机会融入基层、
体验民生、体察社会，在这个成长过
程中，不断增加知识储备，提高能力
水平。

破除陈旧观念、转变就业观念，
不是一句空话，需要积极具体的行
动，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就业观。让
更多的就业人员面向实践、面向基
层、面向创业寻找就业岗位，积极发
挥专长，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服
务社会中成长成才。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建功，处处
可立业。勇敢迈出第一步，在磨砺中
选择方向，我们一定能克服种种困
难，实现自己的就业目标，也定会让
梦想照进现实。 （陈秀梅）

转变就业观念 实现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