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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晏红、沈海涛报道：
“从以前手工刺绣到如今用电动缝纫机
绣，工作效率有很大提高。”近日，呼图壁
县石梯子乡沙木哈尔民族手工艺品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绣娘古丽沙恒·特克力，一
边儿看着帮她处理剃毛机上裸露电线的
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员工，一边儿高
兴地说。

沙木哈尔民族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石梯子乡建设了两间工厂，由村
委会提供厂房，合作社负责提供机器并
教牧民刺绣技术，将就业机会送到村民
家门口。目前，合作社初步形成了从民
族手工艺品及民族服装设计、加工到销
售的产品化经营格局，通过“合作社+基
地+牧民+企业”模式带动村民增收。现
在有 60 名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稳
定就业，每年人均增收2万元。

据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副经理宋
涛介绍，自 2019 年开始，该公司就着手
对石梯子乡配电线路进行规划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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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还将新建 10
千伏线路1.4公里。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对呼图壁县域内7个乡镇14家合作社开
展上门走访用电检查28次，协助客户消
除安全隐患8处。

为了更好地服务合作社，该公司
针对各类合作社用电“小、散、乱”情
况，安排专人了解各合作社用电需求，
对周边台区进行巡视测温，主动帮助
合作社规范查排线路；另一方面，组织
工作人员对合作社的内部线路、电能
表、刀闸等用电设备逐一进行检查，协
助客户将散乱电线进行规整，及时发
现并消除供电设备安全隐患，保障电
力稳定可靠供应。

“现在政策好电力稳，牧民来合作社
工作的积极性特别高，以前手工绣产量
很少，现在都用电动缝纫机以及电脑设
计盘花机刺绣，可以做出更多现代款式
的刺绣家纺产品，销路也更广了。”呼图
壁县石梯子乡白杨河村党支部书记哈
山·胡马尔说。

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助力

民族手工艺品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许乐、通讯员陈勇报
道：9月6日，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党
支部开展“不忘初心担使命 正风肃纪强
作风”主题党日活动。

当日，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全体
党员参观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
馆、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和新疆警示教育
中心并开展交流座谈。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全体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看史料及
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中国共
产党人在新疆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因
为失去信仰走向腐败的真实案例。大家
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牺牲、艰
苦奋斗的精神所打动。

在座谈交流时，全体党员畅谈了参
观感受，“我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反
面案例为镜鉴，时刻筑牢廉洁思想防线，
牢记初心使命，在工作中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维护我州文化和旅游市场
秩序。”党员陈玉婷说。

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党支部书记
马婷表示，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有效提升
党支部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
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入党初心、
强化作风建设，为持续推动新时代文化市
场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9月4日，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
开发区投资近 6900 万元的五彩湾
镇生活垃圾填埋场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抓紧时间施工。

目前，这一项目已完成了总工
程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20日可
竣工，较计划提前10天完工。

王前喜 摄

早春二月，在新疆农业博览园蝴蝶
兰展馆，80多个品种15万余株蝴蝶兰竞
相绽放，犹如数万只蝴蝶翩翩起舞。

5 月，在木垒县照壁山乡的玫瑰种
植基地，玫瑰花陆续开放。在这里，一朵
朵玫瑰花被制成玫瑰花茶、玫瑰精油、玫
瑰花酱等20余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
东南亚地区。

9月，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苗木花
卉基地，嫩黄的黄金榆、挺拔的紫叶稠李、
柔美的火炬树等苗木色彩斑斓，苗木产业
为呼图壁县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力”。

产业旺则乡村兴。经过多年发展，
昌吉州已成为新疆最大的苗木生产基地
和集散地。一朵朵鲜花、一株株苗木如
何催化“花木经济”？近日记者深入探访
了昌吉州苗木花卉产业现状和产业链发
展情况。

花田里的科技范儿

从种苗到成为传递美好的信物，一
朵鲜花背后有哪些科技力量？记者从田
间大棚出发，探寻鲜花生产过程。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由昌吉美创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新一季蝴蝶兰在
蝴蝶兰馆内竞相绽放。工人们正将包装好
的蝴蝶兰一盆盆搬运上车，发运到乌鲁木
齐明珠花卉市场。该蝴蝶兰馆是目前新疆
面积最大、品种最全的蝴蝶兰种植基地，集
蝴蝶兰种植、销售、观光、科普等功能于一
体，馆内引进蝴蝶兰品种80多个，年产蝴蝶
兰15万余株。除供应新疆市场外，还销往
浙江、广东、河南等地及中亚地区。

“蝴蝶兰馆采用自动化喷淋系统、物
联网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等先进设施，构
建起温室精准环控、灌溉等标准化作业
体系，确保花卉在最佳环境中生长。今
年春节期间，公司销售蝴蝶兰6万余株，
目前已销售超10万株。”昌吉美创美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旺介绍。

在新疆农业博览园C区鲜花馆，红
掌、龟背竹、鹤望兰等百余种花卉生机盎
然。这是一个以智能工厂化育苗、新品
种引进为一体的综合性花卉生产销售基
地，年繁育各类盆花约60万盆。

在阜康市九运街镇，新疆玖运景致
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3000 平方米
温室大棚里，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只有
一台智能化控制设备，浇水时间精确到
秒，精准控制温度湿度，确保杜鹃等花卉

健康生长。
在昌吉市佃坝镇土梁村智能温室花

卉基地，记者看到一片片蓬勃生长的花
田，数万盆花卉争相怒放。“我们通过传
感器收集棚内的环境信息和花卉生长数
据，通过农业物联网监控系统调配出不
同比例的水肥混合液，灌溉直达百亩大
棚花株根部。”土梁村智能温室花卉基地
负责人介绍。该基地的两个高标准智能
温室大棚，可一次性培育景观花卉、鲜切
花卉及盆栽共计15万盆，预计年产值可
达 300 万元，一株株绿植一朵朵鲜花绘
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花木经济”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夏橡、黑核桃、五角枫、樟子松……
金秋九月，来到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包家
店村，仿佛走进了一座苗木花卉大观园，
满眼都是翠绿与金黄交织的色彩，绿宝
石般的苗木，承载着全村人增收的希望。

2014年，包家店村“两委”几经调研商
讨，紧跟玛纳斯县苗木主导产业，成立金
龙苗木合作社，探索“党组织+基地+农户”
的经营发展模式。如今，全村苗木花卉种
植面积达4000多亩，实现苗木产业标准
化、精细化、动态化管理和运营，全村苗木
产业年销售额达400多万元。

一株苗木富了一方百姓。如何将生
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包家
店村的答案是：走农旅融合的路子，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农户办民宿、开农家乐，
在好风景里寻找好日子。

走进木垒县天之卉鲜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生产车间，玫瑰花经过蒸馏、腌制、提
纯等工艺制成玫瑰精油等产品，销往杭
州、广州等地。“作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公司注册了‘邀香’商标。今年仅一
季度，就收到20000瓶玫瑰纯露和1000盒
玫瑰花茶订单，玫瑰系列产品还远销泰国
等东南亚国家。”天之卉鲜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王新全介绍，“今年，合作社与
新疆农业大学药品与食品学院合作，在原
有产品基础上，研发玫瑰干红葡萄酒、玫
瑰籽油等新产品，同时筹建玫瑰文化产业
园，不断延伸玫瑰产业链。”

近年来，昌吉州由传统单一的花木
种植和园林绿化向花木精深加工、药用
食用、观光旅游、休闲养生、配套服务等
转变。聚焦花卉会展经济，连续多年举
办菊花展等，将花卉与休闲农业、文化旅
游有效融合，一个围绕“鲜花经济”打造
的系列产业正在茁壮成长。

苗木产业升级发展短板如何破

昌吉州党委提出，围绕现代种业、粮
食、棉花、畜牧、酿酒葡萄、苗木花卉、加

工番茄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业，把昌吉州打造成全疆农业
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引领区。

呼图壁县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销
售最广的苗木花卉生产集散基地，2012
年由国家林业局授牌成立呼图壁国家级
苗木交易市场，被誉为“西部苗都”。

昌吉州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昌吉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种
苗科负责人韩雅敏介绍，昌吉州已在呼
图壁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连续举办了
10届“苗木花卉博览会”，累计吸引展商
近4000家。截至今年5月，全州种苗花
卉种植面积 15.38 万亩，苗木总产值
18.12 亿元，均占全疆的 40%以上，种植
面积、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全疆前
列。按照《昌吉州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方案（2023—2025 年）》发展目标，
到2025年全州苗木将实现产值22亿元
（占全疆50%以上）。

作为昌吉州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绿色
富民产业的苗木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短板如何破？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新疆昌吉种苗花卉产业联盟主席范
晓峰介绍，联盟有成员单位 24 家，自
2018年成立以来，高效的实体化运行为
生态环境建设、林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
了积极贡献。今年6月初，联盟一行15
人到江苏、山东、河北等地观摩学习，感
触很深。今后，联盟将创新培训方式，办
好昌吉州现代苗木花卉产业学院，建立
健全苗木技术服务队伍，培养“乡土专
家”。同时，依托“范晓峰苗木花卉产业
高层次人才工作室”，加强苗木产业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让权威的专家
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战略咨询和技术指
导，解决发展中的重大或关键技术难题。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林科技分
院教授刘小菊表示，苗木花卉产业在全
球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未来，庭
院经济、创意农业、乡村休闲旅游、林下
经济、园艺疗养和生态康养将是苗木花
卉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比如：打造花卉
婚庆产业园区，或者将游乐运动、度假、
养生、花树、林下经济等融为一体。在创
新花木景观化种植发展模式上，有生态
度假型、主题游乐型、产业博览型、农家
花乡型，可打造生态旅游观光区、花木博
览园、花乡农家乐、生态康养院等。此
外，科技创新是今后苗木花卉产业发展
必由之路，必须大力提高苗木花卉生产
的科技含量，鼓励花企、花农走标准化、
精品化、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和多元
化发展之路。

昌吉州苗木花卉产业，如何更上一
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株苗”撬动20亿元大产业
——昌吉州苗木花卉产业发展一线观察

本报记者 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