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3重走中国西北角新疆线采访
小分队来到了远近闻名的桃花村——玛纳斯
县凉州户镇西凉州户村，村里道路宽敞，庭院
亮堂，片片桃园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头。

走进桃园，桃农们正忙着将桃子进行装
箱运输，旁边凉亭下还有来赏景的游客。见
到笔者，一位身穿黑色印花外套、干净利落的
汉子丢下手中的活向我们走来，他就是西凉
州户村的种桃大户、致富带头人、连任两届西
凉州户村村委会主任的新农人李海山。

1999年7月，十六岁的李海山初中毕业
后，就去了乌鲁木齐学习烹饪技术。“我在沈
阳、西安、乌鲁木齐都开过饭馆，主要经营新
疆特色菜肴，受到很多食客的喜爱。”李海山
笑着说。

2004年，父亲去世后，姐姐嫁到了乌鲁
木齐，李海山不忍心丢下母亲一人生活，毅然
决定返回家乡。“餐厅忙起来不分白天黑夜，
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李海山说。经过慎重
考虑，李海山决定放弃干了11年的餐饮业，
回到玛纳斯县创业。

回到村里，李海山承包了几百亩土地，种
植玉米、棉花等农作物，还购买了大型玉米收
割机，从事农机租赁。2013年，李海山开始
流转承包村民的土地进行经济作物的规模化
种植，但因为种植经验不足，葵花籽的品质不

达标，收购价格上不去，赔了10余万元。“创业
哪有一帆风顺的，有成功就有失败。”李海山谈
起回乡创业历程淡然地说。

种植葵花失败后，李海山开始种桃。当时，
西凉州户村只有10户村民种植桃树，李海山的邻
居池红霞、池红军姐弟就是其中之一。凭借多年
的经商经验，李海山敏锐抓住商机，承包了20多
亩地种植桃树。同时，他还尝试种植大棚鲜桃。

每天太阳还没探出头，李海山一家人就开
始在桃园忙碌，他们先把通红的桃子采摘放进
桶里，然后再仔细分拣放入包装箱内。桃园不
时还有来赏景，采摘、购买鲜桃的游客。“现在我
家的桃子不愁卖，老顾客都提前预订，害怕来晚
了有可能抢购不上。”李海山笑着说。

西凉州户村的桃子色泽好，味道甜，每公斤
售价20元，一亩地能收入6000元至1万元。

鲜桃好吃树难栽。每年秋天，桃农要对桃
树进行埋压、盖草席、铺大棚膜等，开春时还要
对桃树进行拉枝、修枝、疏花、疏果。

“我们每年都会对桃子进行控产，每亩地产
量控制在500公斤至800公斤，不能盲目扩大产
量，保证品质是根本。”李海山侃侃而谈。

为了拓展销路，李海山每年还会去上海等
地进行考察，鲜桃远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
10多个城市。鲜桃的远销不仅解决了桃农们
一部分销路问题，还大大提升了西凉州户村鲜
桃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李海山懂经营，会管理，2016年西凉州户
村换届选举，李海山参加了竞选，高票当选西凉
州户村村委会主任。

“一家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是真富。”李
海山想把种桃作为西凉州户村的特色农业，带
领全村共同致富。但是，种桃计划却难以推进。

种桃树三年才挂果，盛果期要到七八年后，因
此很多村民不愿冒险。

李海山没有强制要求村民种植桃树，而
是和村委会干部带头承包土地，大面积种植
起了桃树，自己的桃园从最初的20多亩发展
到了如今的500多亩。

村民看到种桃树赚钱，由原来的观望变
成了抢着种。李海山带领10户种植户成立
了“金色田园农业专业合作社”，目前合作社
有社员 42 户，种植面积从 150 亩增加到
1600亩。

不仅仅要种桃卖桃，还要以桃产业带动
乡村旅游发展。“春赏桃花，夏品鲜果”是李海
山与西凉州户村村委会提出的口号。2021
年，在李海山的带领下，西凉州户村申报了
12个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争取资金4177.73
万元，用于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建设。李海山
还带领村民清理生活垃圾，美化村容村貌。
2022年，玛纳斯县投资590万元，在西凉州户
村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桃园文化广场。

打造西凉州户村“两季四节”品牌，发展
农文旅融合经济。每年4月初，西凉州户村
开展风筝节亲子游活动，举办桃文化旅游节；
5月，鲁冰花节吸引众多游客；8月，桃文化广
场举办丰收节。每年二、三季度的四个大型
节庆活动，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带动了西凉州户村餐饮业发展和农产品销售。

李海山说：“马上又到农民丰收节了，我
们计划从42户桃农种植的鲜桃品种中挑出

‘桃王’，拿到桃园文化广场进行展示和评比。
我们想通过丰富的活动，发展桃产业、桃文化，
把西凉州户村变成桃花仙境，农民的盛世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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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政策
（摘登）

昌吉州人社局新农人李海山：

种下“甜蜜桃”收获“致富果”
本报通讯员 陈红 侯志颖 王倩

15.问：什么是博士后创新
人才支持计划？

答：“博新计划”由全国博
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组织实施，每年
一次，其旨在结合国家实验室
等重点科研基地，瞄准国家重
大战略、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
础科学前沿领域，择优遴选一
批应届或新近毕业的优秀博
士，专项资助其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争取加速培养一批国
际一流的创新型人才。人选者
需获得博士学位3年内的全日
制博士毕业生，当年度应届博
士 毕 业 生 优 先 。 31 周 岁 以
下。资助每人每年30万元，两
年60万元，其中40万元为博士
后日常经费，20万元为博士后
科学基金。入选者需在资助人
选名单公布3个月内办理进站
手续，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资助
资格。

16.问：留学人员科技活动
项目择优资助是什么？

答：适用于各类留学人员，
重点是回国的留学人员。资助
经费分以下五类：（1）重点项目
资助，额度为10万元—20万元
人民币。（2）优秀项目资助，额
度为 5 万元—10 万元人民币。
（3）项目启动资助，额度为2万
元—5万元人民币。（4）为国服
务活动资助，额度视项目情况
确定。（5）小额资助，额度视项
目情况确定。资助留学回国人
员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购
买科研必需的仪器零部件、化
学试剂、药品、耗材和图书资料
等。

17.问：自治区博士后资助
有哪些？

答：适用于自治区范围内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
在站或出站3年内的博士后研
究人员。先进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工作站扶持经费8万元，优
秀博士后研究人员普通资助每
人每次资助 3 万元，特别资助
每人每次资助8万元。

18.问：昌吉州对博士后工
作有哪些政策？

答：州党委、人民政府鼓励
和支持园区和重点企业建立博
士后工作站，对新建博士后工
作站的企业，由州财政产业专
项资金一次性奖励启动经费
40万元；对进入我州博士后工
作站工作的博士，由州财政产
业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 20 万
元的标准给予项目研究和进站
博士生活资助，进站博士工作
期满后愿留昌工作且符合引进
人才条件的，享受引进人才相
关待遇。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9 月 13 日上
午，第八届“创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昌吉州选拔赛
预赛在州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开赛，
我州 35 个企业组和 35 个创客组的前沿
商业项目同台对垒。

本次选拔赛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配置资金链”为主旨，由州工业和信息
化局、州财政局主办，州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中心、昌吉商道和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旨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
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发
掘培育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推动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和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比赛项目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比赛
采用“路演+答辩+现场亮分”的方式，经过
预赛和复赛两轮比赛，按参赛项目得分高
低产生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最终择优
推荐参加自治区半决赛。

预赛现场，参赛选手从项目背景、团队
建设、实施过程等方面对商业计划进行全
面阐释。由从事产业投融资、创业孵化的
5 名专家组成评委团从技术先进性、产业
化水平、落地可行性等角度对参赛项目进
行点评打分。新疆疆来已来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参赛选手孙同光以“新疆盐碱地碱
蓬种植与研发应用”为主题做路演，他告诉

记者：“评委针对项目给出了许多合理化建
议，令我受益匪浅。”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
海元表示，昌吉州将聚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
群”建设，扎实开展“双创”工作，持续扩大“创
客中国”大赛在全州的影响力，构建“项目+
技术+资本”对接平台，推进创新项目落地孵
化，全力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16年至2022年，“创客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昌吉州选拔赛已连续举办7年，参赛项目
涵盖物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多个领域。7 年来，昌吉州通过“创客中
国”选拔赛向自治区推介优秀创新创业项
目50余个，宣传推介培育企业500余家，该
赛事已成为激发我州中小企业“双创”活力
的重要赛事。

9月13日上午，第八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昌吉州选拔赛预赛开
赛，选拔赛主持人向参赛选手介绍比赛规则和评分细则。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

从餐桌到田野的转型

大家富了才算富

“两季四节”游客纷至沓来

“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昌吉州选拔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