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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徐承秀、李文莉报
道：“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我很满意！”8月7日，家住呼图壁县园户
村镇北苑小区的老人丁莲芳的女儿通过
电话下单，为母亲点了一份“居家服
务”。不到15分钟，2名身着统一工装的
助老员就来到老人家里，擦玻璃、清洗油
烟机、擦洗厨房墙面，还为老人清洗衣
物、理发、陪老人聊天……得到老人的
好评。

目前，呼图壁县已有26位老人像丁
莲芳一样享受到包括老年人信息管理、
老年人能力评估及服务需求评估、为老
人打扫居家环境卫生、家务及床铺整理、
为老人擦玻璃等在内的“点菜式”便捷居

家养老服务。
今年 5 月，呼图壁县依托昌吉州智

慧养老服务系统平台，开启“互联网+”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前期，呼图壁县民
政局对昌吉州常住户籍的 60 周岁以上
分散供养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点优
抚对象、低收入家庭老人、70 周岁以上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的老年人、80
周岁以上重度失能老年人以及 90 周岁
至 99 周岁、100 周岁以上老年人分别进
行了摸排统计，最终共有 780 名老人符
合条件。

这780 名老人可以通过昌吉州智慧
养老服务系统平台点单，由政府出资购
买服务，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紧急救援、

主动关爱、养老顾问等线上信息服务，以
及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行、助医、助
康、助乐、代办、个人清洁等多种居家上
门服务，为老人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优
质服务。

呼图壁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陈林表示，呼图壁县民政局将依托昌吉
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老人提供全方
位、全过程的个性化服务，继续加强便民
服务意识，不断深化养老服务供给，努力
开创呼图壁养老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运
营新格局，切实服务呼图壁县老年人群，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早日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的四有目标。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马尔
江报道：玛纳斯县上万亩人工种植的紫
花苜蓿近日进入收割期。

7 月 31 日，在塔西河哈萨克族乡
6000 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一片片紫
花苜蓿流青溢翠、花蕾摇曳、长势喜
人，牧草收割机、搂草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收割、翻晒苜蓿草，随后大型青贮
机将其粉碎后，由打包机打包装车，直
接拉运至牧民家里和养殖场。

玛纳斯县春敏草畜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爱来提江·热西提说：“我们

这片苜蓿能收割三茬，总产量在三千吨左
右。收割过程机械化，效率高、速度快，
收得也很干净，这样一来，也不影响来年
的收割和生长。”

据了解，紫花苜蓿是一种根系发达、
再生能力强的多年生豆科植物，茎叶柔嫩
鲜美，产量高、质量优，素有“牧草之
王”之称，是喂养牲畜的优质饲草料。

近年来，玛纳斯县积极探索草畜产业
发展供给侧改革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形
式，加强优质牧草生产基地建设，提高各
类饲草加工水平，推动畜牧业可持续性发

展。
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前山荒漠草原

地带，人工种植的紫花苜蓿一年能收三
茬，效益非常可观。郁郁葱葱的苜蓿涵
养了水分，改善了土壤结构，原生植被
亩产草量从改造前的200公斤增加到现
在最高600公斤。

黄台子村村民胡兰别克·乌斯曼
说：“现在苜蓿全是机械打包，运输
方便，也不占地方，冬天喂草的时
候，苜蓿也很干净，牲畜吃起来也
很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纪小鹏报道：为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和教
育广大未成年人学习好家训、传承好家
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月14
日，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天方社区组织
开展“树英雄家风 扬童心正气”家风家
训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由北京南路街道天方社区
牵头，昌吉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协办，辖
区未成年及家长共同参与。

孩子们来到社区会议室大讲堂，昌
吉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特邀主持人夏
娟娟给孩子们讲述了新疆英雄模范的
典型故事以及其背后动人心魄的故事，

让孩子们能够从生动鲜活的英雄故事
当中，学习到中华民族几千年代代相传
的好家风，好家训。

北京南路街道天方社区希望能够通
过这种新颖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们参
与学习好家风、好家训，让好家风、好家
训代代相传。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8
月11日，在昌吉市佃坝镇佃坝村的千
亩制种西瓜基地，瓜农们正忙着采摘
制种西瓜、晾晒瓜籽。50岁的王顺秀
指着大片瓜田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我种了 20 亩制种西瓜，每亩地毛
收入一万元钱。”

王顺秀去年种了15亩制种西瓜，
获得了16.5万元的纯收入。今年在镇
农业生产办的介绍下，她和新疆安农
种子有限公司签订种植了20亩的“美
都”和“新优”两个新品种制种西瓜，公
司派专人定期指导，采用节水加压滴
灌和水肥一体化进行统一种植管理，
目前这些制种西瓜已经全部成熟，进
入收获期。

王顺秀说：“种地不能图轻松省
事，种制种西瓜比种棉花、玉米、麦子
辛苦，但效益也高很多，因为有公司技
术指导，销售又有保证，很划算。”

新疆安农种子有限公司种子收购
代办高安新说：“公司与佃坝村50户农
户签订了1000亩制种西瓜种植合同，
目前制种西瓜已经全部成熟，为了让
瓜农尽快变现，公司安排6名技术人员
指导农户采收、晾晒种子。目前已收
购80%的种子，剩余部分将在8月20日
左右全部收完，预计能收购20吨种子，
产值在1000万元左右。”

据了解，今年昌吉市种植制种西
甜瓜 3.18 万亩，主要集中在滨湖、佃
坝、榆树沟、二六工等8个乡镇，亩均
效益在1万元左右。

本报讯 通讯员吾拉恩·巴合提
努尔、刘艳晖、何叶报道：近日，呼图壁
县园户村镇下三工村的葡萄熟了，一
串串颗粒饱满的弗雷葡萄挂满藤叶，
在阳光的沐浴下格外诱人，沁人香气
扑鼻而来。

8 月10 日，葡萄园里工人们正忙
着采摘、装框、称重、打包，现场一派繁
忙的景象。前来拉运葡萄的汽车，满
载当天采摘的22吨葡萄，驰往陕西省
西安市。

2018 年 8 月，新疆博沃众义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从农
民手中流转土地，在下三工村建设了
1000亩弗雷鲜食葡萄种植基地，经过
辛勤耕耘，葡萄进入丰产年。

新疆博沃众义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严相涛告诉笔者：“下三
工村的土质、光照条件十分适宜种植
优质鲜食葡萄，今年，1000 亩弗雷葡
萄亩产 1.5 吨左右，市场价每公斤 6
元，主要销往西安、重庆、广州等地，泰
国和越南也有一部分订单，一年效益
能达到八九百万元。”

好资源转化为好“钱”景，当地农
民把土地流转给企业进行规模化种
植，并在葡萄种植基地打工，赚取土地
流转费之外的打工收入。“生产旺季一
天需要150人管理葡萄，主要有除草、
采摘、装箱等工种。”严相涛说。下三
工村村民殷美兰对在葡萄基地打工的
收入非常满意，她说：“一个月不出村
就能多挣4000多元，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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