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辞去城市的工作，回到祁家湖村创业——

黄海婷：做新时代的“新农人”
本报记者 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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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沈海涛、晏红报
道：8月14日，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电力
维护人员来到呼图壁县石梯子乡白杨
河村花海景区，对供电线路及用电设
备进行检查，保障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用电需求。

白杨河村是典型的牧业村，牧民
以发展传统畜牧业为主。自 2018 年
开始，呼图壁县持续完善白杨河村基
础设施，打造天山花海景区，举办天山
花海文化旅游节，5400 亩花田中，多
种花卉从4月到10月中旬轮番开放，
不仅让牧民吃上了旅游饭，也打响了
天山花海乡村旅游名片。

为助推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自
2019年开始，国网昌吉供电公司就着
手开展景区供电线路规划和改造工
作，实施线路绝缘化改造5.6公里，地
埋电缆 0.63 公里，新建配电变压器 4
台，容量800千伏安。今年，该公司还
将在景区新建10千伏线路1.4公里。

近年来，国网昌吉供电公司依托
台区经理制，安排专人“一对一”了解
景区和用电需求、关注用电情况，当地
供电所员工定期对景区供电线路开展
巡视，为景区内民宿、农家乐、商铺等
开展安全用电检查和供电服务，指导
客户更换老旧用电设备。截至目前，
该公司已对呼图壁县域内4个旅游景
点19家民宿及农家乐开展上门走访用
电检查24次，协助客户消除安全隐患
30余处。

“现在政策好，村民开办牧家乐、
民宿的积极性特别高，预计明年我们
村开牧家乐、民宿的村民将达到 100
户左右。”白杨河村党支部书记哈山·
胡马尔说。

本报讯 通讯员王鹏报道：8 月
23日，来自全国27家省级广电媒体的
54名融媒体记者来到昌吉州，以行进
式报道方式，实地采访木垒县在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方面的鲜活
事例。

走进木垒县胡杨林保护区，有着
6500 万年历史的原始胡杨林映入眼
帘。媒体记者们纷纷拿起手中的话筒
和笔，向相关负责人了解如何进行原始
胡杨林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采用网络直
播、图文视频等全媒体传播形式，多元
立体呈现木垒县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治理中的成果。

据了解，木垒的原始胡杨林是地质
四代，沧桑巨变，劫后余生的遗物，是目
前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近年来，木垒
县采取多项措施，制定了《原始胡杨林
保护管理条例》，规定了部门管护职责，
成立了管护站，修建管护设施，全面保
护胡杨林。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会长杜嗣琨说：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来到了大
美新疆，深入一线、深入基层调查研
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
们通过手中的话筒、手机、笔，特别是
耳朵和眼睛记述美好新疆。我们希
望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讲好新疆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我想告诉身边人，广阔农村大有可
为，农村需要年轻人参与建设。”初次见
面，25岁女孩黄海婷落落大方地向记者
坦露她回到农村的心声。

眼前的黄海婷，戴着一顶鸭舌帽，身
穿短袖 T 恤和牛仔裤。这位出生于
1998年的返乡大学生，2022年10月，辞
去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呼图壁县大丰
镇祁家湖村。

2020 年 6 月，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
黄海婷和同龄人一样，选择留在城市工
作。踏实工作、升职加薪，曾是她一直坚
持的目标。

由于入职的单位离家近，黄海婷几
乎每个假期都有机会回到父母身边，和
父母聊聊工作、唠唠家常。她还常常到
田间地头察看农作物长势，享受乡村带
给她的宁静与惬意。

“我的家乡也似陶渊明诗里所写的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静谧祥和，对我

来说，家乡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养育了
我，我愿意回到这里。”黄海婷说，从前，村
口的门牌石前总是有成群结队嬉戏打闹的
孩子，如今，平整宽敞的村巷里再也没有了
昔日的热闹。

时刻关注着家乡发展变化的点点滴
滴，逐渐让这位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的姑
娘有了回村的想法。辞职前，黄海婷给家
里人做了多次思想工作，一开始家人无法
理解，在她一再的坚持下，家人同意了。

在棉田嬉戏长大的黄海婷经常帮父母
干农活儿，掌握了棉花播种、放苗、打顶、化
控等种植技术，回到家乡后，她便种起了棉
花。万事开头难，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遇到
了不少难题。“举个例子，棉花播种结束后，
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如果遭遇大风天气，
再加上压膜不到位，地膜就会被刮起来，影
响保墒效果。棉花打顶要抓住时机，过早过
晚都会影响棉花产量。”黄海婷坦言，如果不
是亲自实践，从未想过种地原来这么难。

为防治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的病虫
害，黄海婷除了向有丰富种植经验的父母
请教，还翻阅了大量农作物种植指导书籍
资料。她还将自己整理的农业种植案例，

讲给身边的农户听，和大家一起探索农
业“节本增效”的有效方法。

为降低棉花种植成本，黄海婷还在
呼图壁县大疆农业无人机经销店担任经
理一职，学习植保无人机打药操控技
术。“我要当‘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黄海婷说。

身边人眼里的黄海婷总是积极乐观
的，却不知她曾独自应对了多少困难。
黄海婷笑着向记者讲述：“皮卡车掉进沟
渠、无人机打药时出现故障、灌溉管道破
裂……这些突发状况令我应接不暇，我
曾蹲在地头崩溃大哭，哭过之后，又接着
干活儿，我告诉自己困难是暂时的。种
地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对我来说不仅
要突破体能极限，还要学会‘智慧’种田，
但我从没后悔过，因为我在做一件十分
有意义的事。”

结束了忙碌的一天，黄海婷将自己
拍摄的植保无人机打药视频分享到抖音
平台上，很快便获得上百条点赞和评
论。“我想用短视频讲述棉田里的新鲜
事，向年轻人展示焕然一新的乡村面
貌。”黄海婷说。

8 月 20 日下午，吉木萨尔县二
工镇红山子村村民马如花夫妇正在
搬运自家种植的黑加仑。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具有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十分适宜种
植黑加仑，近年来，该镇不断调整种
植结构，加快黑加仑产业化发展，鼓
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增加农民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

张德峰 摄

27家省级融媒体

记者打卡木垒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

为乡村旅游添把“火”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8 月28 日
上午10时，“昌吉州2023年重污染天气
应急实战演练”拉开帷幕，“乌-昌-石”
区域四个县市、两个园区及吉木萨尔县
同步演练，全州近 100 家涉气重点排污
单位企业负责人现场观摩学习。

在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
厂实战演练观摩点，记者看到厂区门口
立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一厂一
策”公示牌，上面写着企业负责人、预警
级别、启动时间、执行措施等内容。“货车
新B85838，请查一下排放标准。”这边特
变电工安防管理处护卫队员赛甫拉·依

甫拿着对讲机报备，那边保安值班室里，工
作人员在电脑上输入车号，对进厂车辆逐
一核验排放标准是否达到“国五”及以上
要求。

本次实战演练共设置监测预报预警、
分析研判、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执行督导、
预警解除、总结评估七个环节。

演练场景共有四部分，一是以假定昌
吉州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为背景，涉
及的“乌-昌-石”区域四个县市、两个园区
及吉木萨尔县立即启动II级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各有关县市（园区）职能部门第一
时间通知辖区内企业依据应急预案启动响
应措施；二是企业收到启动应急响应通知
后，按照“一厂一策”操作方案落实相应的
应急减排措施；三是州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迅速行动，对企业橙色预警响应落实情况
开展现场检查；四是在橙色预警解除后，各
分局及时通知企业解除应急响应，并全程

记录应急演练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等
问题。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马鸿铭介绍，这次重污染天气应急实
战演练，对各县市（园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制定执行情况、部门应急响应措
施以及企业应急响应减排措施落实情况
的规范性、科学性、协作性进行了一次综
合检验，强化了一线执法人员重污染天
气应急实战与协作处置意识，提高了企
业对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处置能力，达到
了预期效果，为做好 2023-2024 年采暖
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马鸿铭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总体
预案和各有关行业预案，严格标准、细化
措施，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有案可
依、有章可循，持续打好重污染天气配合
战、阻击战。”

以演促练 以练护蓝

昌吉州举行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战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