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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董亮）9月16日，杭
州第 19 届亚运会亚运村正式开
村。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中，共有13名新疆运动员将在
多项比赛中亮相。

在中国沙滩排球队中，新疆
选手夏欣怡与阿卜杜哈力克江·
穆太力普分别是女队和男队的核
心主力，两人均是连续第三次参
加亚运会。

中国田径队中的新疆铁饼选
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自去年底
前往美国外训以来，训练成绩一
直保持在 62.50 米左右。今年 7
月在泰国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
中，他以61.19米的成绩夺冠。

新疆小将安琦轩首次参赛亚
运会。心理素质过硬、善于思考
的她，是中国射箭女队的主力选
手之一。在今年的射箭亚洲杯新
加坡站比赛中，安琦轩在个人、混
合团体及女子团体淘汰赛中夺得
2金1铜。

中国拳击队男子 80 公斤级
拳手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在
国内该级别中具备绝对统治力，
目前实力稳步靠近世界一流。今
年的世锦赛闯入决赛夺银后，他
成为继邹市明后中国男子拳击历
史第二人。不过世锦赛决赛对手
——哈萨克斯坦名将奥拉拜将是
他在亚运会中最强劲的对手。此
外，同样来自新疆的巴依克吾孜·
达那别克将出战 92 公斤以上级
的比赛。

在中国男足队伍中，有两名
新疆籍小将入选，分别是效力中
超联赛上海上港队的喀什小将阿
布拉汗·哈力克与南通支云队的
阿勒泰小将叶力江·什那尔。

期待在本届亚运会上，他们
发挥出色，取得优异成绩。

开门见景，出门见绿，绿化不仅是扮
靓城市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城市品质的
一张名片。在城市绿化的过程中，我们要
谨防形式主义，只有脚踏实地走科学、生
态、节约的绿化发展之路，才能做实做细
绿化文章，让城市更宜居宜业，给人民群
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城市绿化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科学回答好“绿在哪里”“用
什么绿”“如何绿”，不仅是优化城市人居
环境的重要课题，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和水平的重要体现。

这些年，国内很多城市在绿化上精耕
细作，将城市风格和绿化工艺有机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城市景
观。与此同时，城市绿化中也出现了一些
不良现象，形式主义有所抬头，有的大费
周章把山区的大树移进城来，想快速绿

化、加速美化，然而带着输液瓶的大树照
样病病歪歪，成为绿色泡沫；有的前脚种
树、后脚砍树，今年植这种树，明年换那种
树，一顿瞎折腾，造成严重浪费；有的不顾
实际条件在绿化中攀比跟风，“贪美求
洋”，造成生活、生产、生态事实上的割裂
和对立……种种乱象，不仅不利于城市生
态健康运行，对高质量发展也带来了负面
影响。

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和其他类型
的形式主义一样，根源是政绩观出了问
题，不想着如何发挥城市绿化空气净化
器、城市制氧机和环境加湿器的作用，不
想着如何把城市绿化当作促进城市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的抓手，而是在绿化工作中
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大搞“政
绩工程”“形象工程”，以生态建设之名行
生态损毁之实。这些变了味的绿化工作，
看似热热闹闹，实则徒有其表，既不尊重
规律，也未回应实际需要，不仅不会让城
市绿化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大大加重地方

财政负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整治城市绿化里的形式主义歪风，就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城市绿化中，要
突出一个“实”字，让为民办实事成为治疗
形式主义的清醒剂；要立足城市发展实
际，促进城市绿化与城市特色、城市建设
相匹配，系统规划城市空间、科学利用城
市资源，打造契合当地特色、融入当地文
化的“绿化美学”；要立足城市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搞绿化，不能只图“洋、贵、奇”的
花草树木，忽视环境适应性和生存韧性强
的乡土植物。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既要发挥绿化节水节能实效，又要实实在
在优化环境，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
的生态支撑。

在新疆，种活一棵树、养好一片绿，实属
不易，容不得半点形式主义，更经不起铺张
浪费。城市绿化只有适地而为、适水而为，
才能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的生态福利。

来源：新疆日报

九月的新疆，是大自然最美的调色板，而
在各种绚丽的色彩中，番茄红得分外耀眼。

8月6日，在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
桑巴巴格次村的加工番茄种植基地里，9
台大型番茄采收机来回穿梭，拉开了今年
加工番茄采收季的序幕。

“种植加工番茄‘钱’景好！”乌苏市四
棵树镇喇嘛寺村村民张百谋说。去年，张
百谋种植了150亩订单番茄，亩均产量12
吨，纯收入达30 万元。今年，他将种植面
积扩大到 700 亩，让火红的番茄带来更加
红火的日子。

9月14日，在中粮屯河昌吉番茄制品
有限公司生产区，一辆辆满载番茄的卡车
依次驶入，随后，红彤彤的番茄被倒进流送
槽，经过水洗、浮洗、清理、破碎、打浆、杀
菌、灌装和包装等一系列工序，最终，一桶
桶高品质的番茄酱生产完成。不久后，它
们将走上国内外消费者的餐桌，全世界都
能感受到酸甜的“新疆味道”。

我国是全球加工番茄三大核心产区之
一，番茄酱年均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主
导地位。而新疆是中国加工番茄的黄金产
区，加工番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番
茄酱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0%，约占
世界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

世界上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1瓶产自
新疆。新疆番茄为什么这样红？

新疆水土光热条件得天独厚，非常适
宜加工番茄生长，是中国乃至世界加工番

茄的黄金产区，极具成本优势和综合竞争
优势。在全球番茄版图中，加工番茄产业
已成为新疆的一张名片。

不仅如此，新疆番茄产业集群优势显
著。目前，新疆有番茄加工企业200多家，
占全国番茄加工企业的80%以上，形成了
从育种、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并
且，历经多年培育，新疆番茄产业集约化、
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优势和竞争优
势持续提升。

作为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的重要特
色产业之一，政策支持持续发力，新疆番茄
产业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在促进优势资
源转换、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产业
振兴、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
用日益凸显。

8月25日，中国罐头工业协会主办的
首届番茄节，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开幕。首届番茄节以“品质番茄
品味新疆”为主题，与会者共同探讨中国番
茄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凝
聚行业共识，加速推动番茄产业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中国罐头工业协会还与昌吉回
族自治州签署共建协议，致力于把昌吉州
打造成“中国番茄之都”。

首届番茄节为何选择在昌吉州举办？
经过多年发展，昌吉州已成为新疆番茄生
产规模最大、加工水平最高的区域，是加工
番茄重要产区，已形成集育种、种植、加工、
销售和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番茄全产业链，

加工番茄种植面积25万亩、占全疆的40%，
规模较大的番茄加工企业25家，年产番茄
制品40万吨以上、占全疆的35%，全产业链
产值30亿元以上。

不只昌吉州，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的焉耆盆地，在塔城地区的乌苏市……在
天山南北广袤的土地上，番茄以它特有的
色卡构成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

统计数据显示，巴州今年加工番茄种植
面积15万余亩，预计总产量120万吨，番茄酱
产量16万吨。截至9月11日，塔城地区今年
种植的12万余亩加工番茄，已采收8万余亩，
其中，乌苏市种植的7.66万亩采收已过半。

望着丰收的番茄，焉耆回族自治县七
个星镇桑巴巴格次村种植大户苗忠喜笑颜
开。今年，苗忠流转 500 亩土地种植加工
番茄，今年初他以每公斤0.65元的价格和
番茄加工企业签了订单。

通过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订单”的
产业经营模式，新疆番茄产业正不断向集
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特别是在龙头
企业带动下，番茄产业全链条持续完善、高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这也带动了全区10万
余农户参与番茄产业生产，为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番茄酱外，以番茄为原材料的番茄
汁、番茄粉、番茄籽油、番茄红素等经过精
深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涌现，改写着
世界番茄制品的产业格局。

这个秋天，新疆番茄分外红。

番茄分外红 带来“好钱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盖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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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董亮）杭州第19届
亚运会即将开幕。来自新疆的
18 名优秀裁判员将作为国内技
术官员服务于本届亚运会。

来自新疆的 18 名国内技术
官员，均是常年参与国内各项大
型赛事的技术官员、裁判员，执裁
经验丰富，成绩优异。

在这18人中，既有来自自治
区体育局各训练大队、运动管理中
心、项目协会的工作人员，也有就
职于新疆高校、中小学、体育运动
学校的体育教师及培训机构的教
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们
热衷新疆体育事业发展，利用业余
时间积极参与培训、学习体育理论
知识及赛事执裁工作。18人中除
新兴项目霹雳舞的1人外，其余17
人均在各项目中具备了国家级裁
判员技术等级。他们将服务于本
届亚运会的射箭、田径、拳击、自行
车、霹雳舞、马术、柔道等11个项
目的比赛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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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记者 9 月 15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策。根据通知，自
2023 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
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
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
过16000元提高至不超过20000元。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