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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成报道：连日来，昌
吉州各单位各部门迅速行动，为瓜农销
售西瓜积极助力。昌吉州总工会联合州
供销社组织人员到田间地头采购西瓜，
用于慰问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劳动者，给
他们送去清凉，同时用实际行动助力西
瓜销售。

8月12日上午，昌吉州总工会、州供
销社联系的运瓜货车开到了昌吉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老龙河西瓜种植
基地。大家头顶烈日，一起动手将西瓜
搬上货车。

西瓜种植户侯智培指着满地西瓜
说：“我们今年7家人合种了1400亩地西
瓜，目前大概有 600 亩地的西瓜滞销在
地里。

昌吉州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吴锡瑞
说：“为了解决瓜农卖瓜难的问题，昌吉
州供销社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对接瓜农，
了解种植销售情况，联合州总工会将采
购的西瓜通过‘夏日送清凉’活动，送给
坚守一线的劳动者。”

据了解，昌吉州总工会此次购买了
40吨的西瓜，后期还将分批次继续购买
西瓜，持续开展为一线职工“送清凉”活
动。当天，州总工会组织人员将两车西
瓜相继送到昌吉国家粮食储备库、昌吉
州现代医疗物流仓储基地、新疆际华七

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和昌吉市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4家单位。

昌吉州现代医疗物流仓储基地惠康
医药仓储调度章嘉麟说：“感谢州总工会
和州供销社给我们送来西瓜，后续我们
企业也会持续参与这样的助农活动。”

新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袁新初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

也将积极参与到助农活动中，为农民减轻
经济负担，承担起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

昌吉州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杨
剑说：“在州党委的号召下，我州各级工
会迅速行动起来，汇集各方力量，积极开
展助农消费活动，我们鼓励各级工会购
买滞销西瓜，作为福利和解暑慰问品发
放给单位职工。”

8月12日，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州供销社
组织工人采摘装运西瓜。 本报记者 杨成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马春苗
报道：8月8日，在昌吉市三工镇庙工村
四组村民卢武山的 400 多亩承包地里，
十几个工人跟随打孔机快速移栽打瓜秧
苗，抢墒完成麦茬地秋季复播工作。

卢武山是庙工村四组的种植大户，
今年种植的 700 亩冬小麦收获后，又尝
试在麦茬地复播移栽了400亩紫金红打
瓜。紫金红打瓜秧苗是他培育的新品
种，在出苗期被嫁接到葫芦根部，具有根
系发达、耐旱易生长的优势，在育苗盘已
经生长了32天，预计9月底便可成熟脱
籽，预计每亩净利润在1000元左右。卢
武山复播紫金红打瓜，为当地秋季复播
高产作物作出了示范。

近年来，昌吉市三工镇加大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把抓好秋季复播工作作为
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并积极
提供市场和种植信息，鼓励农民通过复
播增收。截至目前，三工镇已复播秋季
农作物2100亩。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今年，
奇台县大力推广“秸秆离田综合利用”技
术，鼓励农牧民将秸秆回收，切实让废弃
秸秆变“废”为“宝”，形成了种养生态循
环产业链，既带动农牧民增收，又能够防
止秸秆焚烧造成环境污染。

8 月 1 日，在奇台县西地镇西地村
的小麦收割地里，一台秸秆粉碎打包机
将收割的秸秆吞进“肚里”，“吐”出一个
个秸秆包，这些打包好的秸秆将成为牛
羊的“口粮”。“以前我们把秸秆扔掉烧
掉，现在有了秸秆粉碎打包机，我们就
能把秸秆回收利用起来，对养殖户、种
植户都有好处。”正在小麦收割地里打
包秸秆的奇台县西地村村民杨树贵喜
滋滋地说。

如何处理夏收、秋收农作物秸秆一
直是困扰农牧民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
题，今年，奇台县引进新型揉丝除尘压缩
秸秆打包机，大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奇台县兴农润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具体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他们投入
600多万元，先后引进40台新型秸秆粉
碎打包机。奇台县兴农润源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吕生军介绍说：“秸秆粉碎打
包机可以把秸秆变成喂牛羊的草料，通
过卖秸秆，农民每亩地可以增加 100 多
元的收入，农机手收割打包秸秆，每亩地
也能增加100元的收入。”

张磊是奇台县西地镇西地村的养殖
大户，每年养殖羊200多只、牛8头，往年
每到冬季育肥，饲料就成了大问题，今年
他用秸秆粉碎打包机将自家的100亩小
麦秸秆进行回收利用，解决了冬季牲畜
的饲料问题，减少支出6000多元。“通过
秸秆回收利用，牛羊冬季有饲料吃，我们
养殖户也不用费力粉碎加工，还能节省
一部分开支。”张磊说。

奇台县是农业大县，农作物播种面
积达180万亩左右，其中种植小麦100万
亩、玉米30万亩，农作物秸秆产量达100
万吨左右，通过秸秆综合利用项目，95%
的秸秆实现了肥料化、饲料化，形成了种
养生态循环产业链，提高了秸秆转化利
用效率，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推
动了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8月9日，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企业昌吉州锐通木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锐通木业）行政部经理卜
凤一到公司就给新买的新能源车充
电，她说：“公司针对员工新能源车辆
不断增多的情况，专门安装了充电桩，
员工可免费充电。我家离公司 32 公
里，5月份刚换了新能源车，现在每月
可节约1000多块钱的加油费，还省下
了排队加油的时间。”

和充电桩配套建设的还有宽敞的
充电车棚。在车棚不远处，公司专门
建立了免费洗车平台，可一年四季为
员工提供免费洗车服务。“公司关爱员
工真可谓事无巨细，就连我们自己想
不到的事都替我们想到了。”压机操作
工李世林说，公司请来一级厨师掌厨，

员工的伙食标准每人每月900元。每
逢节日，公司都会指定专人精心挑选
过节的礼物，每逢春节，还会为大家准
备过节费，集中组织员工返乡，返回后
全额报销往返路费。

锐通木业建立起员工困难征询帮
扶机制，党支部、工会、班组、骨干层层
担责，从上往下传导“温暖”。公司自
2013年以来每月出资1000元，每名员
工每月出10元，设立互助基金，由工会
建立困难职工台账，对家庭困难职工
进行帮扶。截至目前，公司用这项基
金帮助解决员工实际困难220余人次，
目前帮扶基金结余7.2万元。

近几年，企业发展面临种种困难，
如何保持关心关爱员工的初衷不变？
锐通木业总经理李存宝说：“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员工。多年来，我们一直坚
持把员工当家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也越来越强，无论公司发展处于顺境
还是遇到困难，员工都把公司当成自
己的家。员工人人有担当，公司更得
为人人着想，这已经形成了锐通木业
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成为了公司迎难
而上谋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几年，锐通木业员工的工资涨
幅每年都保持在10%-20%。小到员工
头疼感冒，大到家里遭灾遇难，员工的
烦心事在哪里，公司领导的心就操到
哪里。锐通木业现有 84 名员工，90%
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员工。稳定的员工
队伍推动了企业稳步发展，企业产值
逐年提升，今年1-7月，产值达4200万
元，同比增长3%。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石倩、王
鹏报道：“我家60多亩鹰嘴豆今天开始
收割，预计每亩可以收获80公斤，收获
的鹰嘴豆不愁卖。”8月11日，木垒县东
城镇沈家沟村村民张万恒正在收割鹰嘴
豆，预计今年有3万多元的收入。

鹰嘴豆俗称桃豆，适合干旱、冷凉地
区生长，产量高、品质好、病虫害轻。种
植鹰嘴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是轮作倒
茬的主要作物，可实现小麦、鹰嘴豆产量
双增产，是木垒县南部山区农民增收致
富的主要作物。

木垒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赵亮介绍，今年木垒县种植鹰嘴豆7.6
万亩，近日陆续开始收割，预计亩产 80

到150公斤左右，目前收购价每公斤7.5
元，可带动70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

为推动鹰嘴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021年5月底，木垒县施行了《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鹰嘴豆产业促进条例》，通过地
方立法，在产业规划、县人民政府职责、
主管部门职责、龙头企业职责等方面作
了详细规定，有力地促进鹰嘴豆产业发
展方式的创新，为木垒县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发展特色农业探索经验。

8月11日，在木垒县东城镇沈家沟
村鹰嘴豆种植基地，新疆天山奇豆生物
科技公司负责人冯新正指挥农机手操作
新购进的鹰嘴豆专用收割机收割鹰嘴
豆。“今年我们跟南京机械研究所和湖北

双星达农机厂，联合研制了两台鹰嘴豆
专用收割机，从收割的效果来看非常好，
我们通过田间示范这种形式，推动鹰嘴
豆机械化收割，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
劳动强度。”冯新说。

近年来，木垒县立足鹰嘴豆特色产
业优势，发展订单农业，延长产业链，提
高产品附加值。目前，木垒县有鹰嘴豆
产品绿色认证8个，鹰嘴豆粉、香酥鹰嘴
豆等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

“木垒县将以建设鹰嘴豆产业园为
契机，健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
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积极开展新品
种、新技术的引进，进一步扩大鹰嘴豆种
植面积。”赵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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