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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陆凯报道：
近日，玛纳斯县广东地乡螃蟹迎来丰收
季，个头大、品相好的螃蟹通过空运售往
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抢“鲜”上市。

9月5日，笔者走进广东地乡生态螃蟹
养殖基地，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鸥鸟飞翔、渔
船穿梭，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丽画卷。广东地乡螃蟹养殖户桑少生正
忙着捕捞成熟的螃蟹。广东地乡水资源富
集，丰富的水库坑塘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成为螃蟹生长的天然乐园。养殖
户通过水库自然放养和坑塘生态散养的方
式养殖螃蟹，每年4月投苗，到9月、10月集
中打捞上市。相比往年，今年出产的螃蟹
个头更大，肉质也更加鲜美。桑少生说：

“我们这里的螃蟹都是用天山雪水养殖的，

从放苗、移植、养殖到成熟，全部是自然生
长，这个塘子里的水草、自然生态环境是相
当不错的。我们每天投食玉米、黄豆、小
麦、再加上鱼和小田螺进行喂养，所以，养
殖出来的螃蟹品质也是最好的，最大的螃
蟹能够达到350克左右。”

桑少生从小在湖北省洪湖边长大，是
养殖螃蟹的一把好手。6年前，他在玛纳
斯县广东地乡承包了120亩池塘，带动当
地村民发展螃蟹生态绿色养殖。受益于
当地原生态、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养殖出
的螃蟹味道鲜美、品质好，深受各地消费
者的喜爱，今年，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
势头。

桑少生说：“很多人看到这里生态环
境好，就知道这里的螃蟹生长得不错，是

这种好环境里生长出来的，一定是好螃
蟹。今年螃蟹产量比去年要高，大概亩产
在120到150公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目前，广东地乡 3000 亩生态螃蟹养
殖基地的 100 吨优质螃蟹已经被疆内外
各大市场预订。为此，广东地乡开辟了
绿色通道，打通冷链运输渠道，鲜活美
味的螃蟹坐上飞机最快10小时就能从产
地直达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端上餐
桌，确保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新疆新鲜的
优质水产品。桑少生说：“有一部分螃蟹
还发到海口、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
疆内的发往克拉玛依、伊犁、石河子、
乌鲁木齐等地。今年我的收入有20万元
左右，螃蟹养殖对新疆来说，发展潜力
还是很大的。”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洋、王富
全报道：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紧紧抓
住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有
序推进镇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
改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打好基础。

近日，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
梁湾村村庄渠道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正在抓紧俢砌渠道。
经过施工后，一条条渠道变宽了，也
更加干净、整洁、美观了，为村民发
展庭院经济及乡村绿化灌溉带来便
利。黑梁湾村村庄渠道建设项目投
资 243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分水闸
20套，小分水闸130套，混凝土桥面
及桥墩130个、过路桥20个。黑梁
湾村村民刘慧琴说：“渠道修理得整
齐，村容村貌改善了，以后村民浇菜
也方便了。”

今年，包家店镇稳步推进镇村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8396.5万
元，计划实施乡村振兴项目 17 个，
包括农业基础类项目 9 个，乡村建
设项目 8 个，目前各项目已陆续开
工。包家店镇副镇长阿地江·哈来
勒说：“我们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项
目，广泛听取群众所求所盼，加大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工作力度，不断
提升群众满意度、幸福感，打造宜居
宜业的美丽包家店镇。”

本报讯 通讯员瓦力斯江·乌
马尔江报道：8月27日，玛纳斯县六
户地镇千亩新郁葡萄陆续进入成熟
期，抢“鲜”上市。

走进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新
郁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葡萄沉甸
甸地挂在枝头，个大饱满，晶莹剔
透，果香四溢。种植户们忙着采摘、
筛选、称重、包装，这些葡萄将销往
疆内外市场。葡萄种植户桑瑞说：

“现在估计总产量能达到 400 吨左
右，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每公斤能
卖七到八元，预计今年葡萄的总收
入有望突破 200 万元，利润可以达
到100多万元。”

在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基地建
设、标准化种植的推动下，2016年，
桑瑞加入了合作社，将家里的 180
亩地全部种上了新郁葡萄。为了让
葡萄产量好、品质佳，种植户们从控
制产量上下功夫，推广葡萄架式改
造等栽培新模式，改善通风透光条
件，减少病虫害发生，让每一串葡萄
品相佳、口感好，进一步增加了市场
竞争力。

桑瑞说：“新郁葡萄耐旱、节水，
六户地镇从几十亩地开始种起，现
在发展到几千亩地，我们既挣了钱，
生态环境也改善了。”

六户地镇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依托防沙治沙生态建
设工程，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生
态治理相结合，通过“农户+合作
社+基地”的新模式，引导农民种植
新郁葡萄，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报道：水清两岸
绿，湿地候鸟飞。9月的玛纳斯河，蜿蜒流
淌，碧波荡漾，沿河湿地孕育着勃勃生机。

“经过几年治理，玛纳斯河又变回了我
们小时候的样子，湿地的美景又回来了。”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护队队长刘永军自
豪地说。玛纳斯河是国际候鸟迁徙线的重
要节点，随着生态环境的逐年好转，每年秋
季一群群可爱的精灵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刘永军从小就在玛纳斯河边长大，玛
纳斯河是他心中的“母亲河”，童年时期和
小伙伴们在河里捡石头、摸鱼的画面，一直
让他记忆犹新。然而，20 世纪七十年代，
人们在玛纳斯河陆续建起砂场，采砂厂曾
多达38家，废弃料堆积如山，清理难度大，
影响安全。

针对玛河流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
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导致流域生态环境趋
于恶化的现状，玛纳斯县党委政府多次实
地调研论证，成立工作专班，积极争取中央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开展玛河东岸生
态治理修复工程。

“雷诺护垫网格面积较大，它对河床两
岸的植被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玛纳斯河
水利管理处副处长张玉海介绍，近年来，玛
纳斯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严厉打击非法采砂、非法
取水、非法排污等违法行为，累计投入5亿
元，加快推进玛纳斯河流域上下游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当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项目实施中，玛纳斯县与兵团八师
石河子市建立共管共建机制，投资1.05亿
完成玛纳斯河东岸河道和岸线整治28公
里，提升了护岸的稳定性；关闭了38家砂
厂，对河道、岸线范围内挖砂采石区域进行
平整、恢复、料堆整治，河道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投资3.95亿元打造玛纳斯河流域生
态绿色廊道，完成人工造林353亩、天然林
保护修复500亩。

与此同时，玛纳斯县实施了玛纳斯
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栽植乔木2.6
万棵、灌木 224.9 万株、播撒草籽 160 万
平方米、栽植花卉6万平方米，自然修复
面积达到3180亩。

该县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把玛
河文化、碧玉文化和凤凰文化融入河道
生态修复项目中，将昔日砂石遍地、乱象
丛生的玛河，打造成为一条集展示形象、
娱乐健身、休闲科普为一体的湿地生态
绿带。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首
次观测到野生大天鹅自然繁殖，说明当
地生态环境达到了较高水准。

每年春、夏、秋三季，玛纳斯县持续
向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红柳公园、沿河
公益林进行生态补水，年生态补水总量
达 1000 万立方米。兵团八师石河子市
则持续向玛纳斯河下游生态补水，使干
枯几十年的玛纳斯河古道焕发生机，沿

线荒漠野生树木和绿色植被生长茂盛，在
136团中拐沙漠深处还形成了大片的湖泊
湿地。玛纳斯县实施引河水入城工程，相
继投入3亿多元，建成西海公园、葡萄酒公
园等六大公园和环城防洪生态景观带，成
为居民和游客的休闲游目的地。

今年，玛纳斯县全面落实河长制，将辖
区18条河流纳入河长制管理，确定县、乡、
村三级河长88名，打通河长制“最后一公
里”。“持续抓好‘四乱’问题整治，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非法取水、非法排污等违法行
为，加强农村污水、工业废水治理力度，推
动石玛两地‘母亲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宜居环境，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玛纳斯县委
常委樊卫强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风朗水清鸟先觉。
如今，在玛纳斯河大地上，一幅青山与绿水
相映，文化与发展相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近日，玛纳斯居民在玛河风光带游玩拍照。 朱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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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河大桥两岸绿树成荫、虫鸣鸟啼，极大地改善
了石玛兵地融合试验区的投资环境。朱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