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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网、分拣、称重、打包……初秋时节，
天山南北瓜果飘香，水产养殖户管盼盼的
罗氏沼虾，也捞了一筐又一筐。近来，新疆

“海鲜”丰收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地处西北
内陆干旱区的新疆怎么养出鲜美可口的

“虾兵蟹将”，记者进行了调研。
管盼盼的养殖基地，位于新疆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坎乡
库勒特克其村，当地水质清澈，气候适
宜，即便对环境要求苛刻、被誉为“淡水
虾王”的罗氏沼虾也在这“安家落户”，健
康生长。

虽然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沙漠、
戈壁广布，但新疆也拥有良好的渔业发展
条件。“新疆天然水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
特别是非常适合冷水鱼的养殖生产。”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渔业监督处处长邓康处说，
新疆水域类型条件多样，自然养殖条件得
天独厚，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全疆宜
渔水域滩涂面积超4600万亩。

眼下，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新
疆博湖县博斯腾湖迎来螃蟹丰收季，1646
平方公里的湖面渔船穿梭，一派忙碌景
象。当地湖水饵料丰富，依托“人放天养”

的生态养殖模式，博斯腾湖出产的螃蟹肉
质滑嫩、蟹黄饱满，远销疆外各大城市。据
博湖县委宣传部介绍，当地着力发展壮大
螃蟹、甲鱼等特色水产养殖，年产水产
4000吨至5000吨。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新疆渔业产
量17.3万吨，高白鲑、梭鲈等水产品深受国
内外市场青睐。除满足当地需求外，还销
往全国市场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邓康处介绍，由于历史演化，地缘阻
隔，新疆不少生物种类具有明显区域独特
性，可作为名特优新水产种质资源进行开
发利用。“其中白斑狗鱼、梭鲈、河鲈等已向
全国十余个省份推广。”

近年来，随着新疆交通、电力等基础设
施建设步伐加快，曾长期制约新疆渔业发
展的产销相距较远、运输成本高企、基础设
施不足、冬季漫长寒冷等短板逐渐被克服。

“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取暖、水循环和
供氧。”新疆巩留县水产养殖户郑鹏告诉记
者，如今电力供应稳定，交通运输方便，养
殖户购买的增氧、控温、自动化捕捞等设备
都能稳定使用，养的鱼产量高、品质好，不
用担心销路。

视线向南，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的南疆地区近期同样获得水产养殖突破。
经过两年试养，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喀什
塔什乡克孜勒也尔村引进的西伯利亚鲟
鱼、金鳟鱼等高山冷水鱼迎来收获。

“下一步，我们将把鱼池承包给企业，
争取形成规模化、科学化养殖。”克孜勒也
尔村驻村第一书记阿不来提·阿不拉说，渔
业养殖能搞好，对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群
众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新产
业，助农增收也有了新抓手。”

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新疆农业部门大
力推动倡导绿色养殖。通过推进池塘标准
化改造和尾水治理，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鱼
菜共生等绿色养殖技术模式，有效降低了
养殖尾水氮磷排放量。

与此同时，新疆积极推进以鱼净水、以
鱼控草、以鱼抑藻，既修复了水域生态环境，
维护了水域生物多样性，也把水产养殖变成
了富民产业。去年全疆渔民人均收入19960
元。“截至2022年末，全疆渔业总产值42亿
元，我们将力争在‘十四五’末实现渔业全产
业链200亿元左右的产值。”邓康处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7日电）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姚刚）今年前8月，
全疆接待游客1.82亿人次，同比
增 长 52.42%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96.88亿元，同比增长111.42%。

今年以来，新疆各地不断充
实旅游产品供给，吸引了众多游
客，“新疆是个好地方”旅游品牌
愈发闪亮。

今年冰雪季，新疆 S 级滑雪
场共接待游客207.26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2.29 亿元。各地深
挖冰雪资源，深耕冰雪产业，将
民俗风情、节庆活动、体育赛事
植入冬季旅游，为冰雪旅游注入
时尚活力。

持续打造富有个性和文化韵
味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旅游在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凸显。各地在
旅游风景道和景区周边积极创建
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乡村旅游
产业带，兴起“画家村”“作家村”
等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村。
霍城县依托薰衣草基地，昭苏县
依托百万亩油菜花海，温泉县依
托香紫苏等，打造田园旅游综合
体，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在文化
和旅游部推出的 2023 年第二期

“乡村四时好风光”143条全国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中，新疆“哈密瓜
乡 甜蜜之旅”等8条线路入选。

文旅深度融合融出新气象。
第六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吸引了近10万人次走进剧场；首
届新疆文化艺术节吸引了近 10
万人次走进剧院、美术馆；在阿克
苏举行的 2023“新疆是个好地
方”对口援疆19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累计接待参观者超20万
人次；乌鲁木齐、塔城等地相继举
办大型户外音乐节，场场爆满。
今年以来，各地已举办文艺演出
百余场，生动展现了新疆文化与
旅游双向奔赴的火热场景。

今年暑期，新疆主要景区捷
报频传。喀纳斯景区较2019年提
前90天实现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的目标；截至8月27日18时，那拉
提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201
万人次，创新高；据交警部门统
计，8月，独库公路单日进出车辆
5.4万多辆次，持续保持在高位。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逯风暴）截至9月10日，今年新疆通行
中欧（中亚）班列达 10017 列，同比增长
10.1%。

今年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建设深入推进，新疆向西开放优势得到
有效发挥，连接欧亚的黄金通道作用日益
凸显，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数
量逐渐增多。

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进出境的中
欧（中亚）班列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班列月

通行量已连续5个月超600列。
为满足班列开行量持续增长的需求，

霍尔果斯站加强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的
信息互通，提前拍发电报传达次日列车开
行计划、重点施工维修作业、能接取的货物
品类、车种等信息，强化中哈作业衔接，做
好配车准备。及时协调上级调度部门做好
上下行列车组织工作，适时增派回程空车，
盘活站场线路运用，提高站内容车率，保障
班列运输组织畅通。

在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的同时，返

程班列带来中亚、欧洲等地多种产品。
“今年散粮进口数量较大，目前已

运输进口粮食类货物56万吨。”阿拉山
口站运营管理科工程师鲁海飞说，截至
目前，今年该站返程班列达1718列，其
中小麦、大麦、葵花籽等货物运量较大。

随着口岸成件包装小麦集中到
达，阿拉山口站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制
定装卸车方案，提前备足装卸机具、人
力，形成一体联动作业模式，全力保障
成件包装小麦运输组织工作。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刘毅）今年，新疆新收小麦一等以上小
麦占比75%，三等以上小麦占比99.2%，各
项食品安全指标检测值均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总体质量和食品安全状况处于近五年
最好水平。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
科技处处长徐永正介绍，今年夏粮收购工
作启动以来，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根据各地粮食产量，优化样品采样区域和
品种结构，开展新收获小麦质量调查和安
全监测工作。收获期间，各地选择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规模化种粮主
体，有效开展样品采集和检验检测工作，确
保样品代表性和真实性。

数据显示，全区新收获小麦平均容重
802g/L，不完善粒均值 2.8%，一等小麦比
例和不完善粒≤6%小麦比例处于历史同
期高位。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全力夯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物质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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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小麦、玉米等粮
食生产能力持续提升，进一步夯实了质量
基础。

同时，新疆持续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
和改造提升工作，不断加大绿色仓储建设
投入力度，提升绿色储粮基础能力。各地
积极推广应用现代仓储管理技术，有效提
升了仓储设施现代化水平。目前，全区粮
库储粮综合损耗率降至 0.43%，各级政府
储备粮宜存率达100%。

天山南北凭“鱼”跃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张大鑫 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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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52.42%

新疆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1万列

新疆新收小麦质量

近五年最好

一等以上小麦占75%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
者刘毅）日前，第二十五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中国农加会”）在
河南驻马店举办。新疆41家龙头企业组团参
展，与全国采购商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达
成意向订单和项目合作签约近8000万元。

据介绍，本届中国农加会由农业农村
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吸引了来
自国内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4000多家企业参展。

新疆展区面积189平方米，其中，特装
展区144平方米、扶贫展区45平方米。现
场集中展示粮油、绿色有机果蔬、优质畜产
品等，共计四大类200余种。新疆参展企
业积极参加主办方举办的产品推介、项目
签约等活动，利用中国农加会平台促成一
批国内优秀企业到新疆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此外，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品
味新疆”好产品现场网络推介活动，通过直
播带货销售农产品2.68万单。

新疆企业在中国农加会“掘金”

漫画漫画漫画 评说
MANHUAPINGSHUO持续回升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9 月
11日发布数据显示，随着一系
列稳增长政策出台实施，中小
企业信心持续回升，8 月中小
企 业 发 展 指 数（SMEDI）为
89.4，比上月上升 0.1 点，连续
3个月回升，且高于2022年同
期水平，与2021年同期持平。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