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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农业提质增效

千里绿意浓，伏桃满枝头。进入9月，
玛纳斯县的棉花陆续进入裂铃吐絮期。棉
农抢抓农时，做好棉花生长后期田间管理工
作，确保棉花丰产丰收。

9月13日，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黑梁村
的大片棉田里，一株株棉苗上结满了棉桃，
棉铃已零星吐絮，丰收在望。

玛纳斯县乐土驿镇乐升种植专业合作
社田管员周永鹏种棉花已经20多年，为提
高产量，他今年运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只需要打开电磁阀，即可实现自动灌
溉智能浇水施肥。

“我一个人管理了1200亩棉花，种
植了‘新陆早 82’‘中棉 979’，这两个
品种棉桃结铃性好，单铃重，品质高，
平均 1 个棉桃的重量达到 5 克至 6

克，预计亩产量接近500公斤。”周永鹏说。
为夺取棉花大丰收，保证提高品级，增

加群众收入，今年，昌吉州优化种植模式，
大力推广棉花“一厂一品”种植模式，落实
常规技术的到位率，扎实开展棉花质量提
升行动。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依托昌吉市田园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援建的“水生动物疾病防控
实验室”，对水产养殖水质和水产的常见寄生虫、
细菌和病毒进行检测，这是全疆首个建在养殖
场池塘边的实验室。

在昌吉市二六工镇光明村的“太空小麦”
示范田，200亩经过“天选”的“航麦106号”作为
原种进行储藏，该品种今年在昌吉市、奇台县和
伊宁市等地进行推广种植。

连日来，木垒县70万只羊迎来秋季“药

浴”，有效预防寄生虫。
今年以来，昌吉州紧紧围绕农业特色资

源禀赋，产品结构、生产结构、种养结构、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战略
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水平
不断提升，农业特色产业合着万物生长，孕
育出独具特色的昌吉风物，为这幅丰收盛景
增添了别样景致。

目前，全州打造2个农业科技创新示范
高地、19个科技示范基地，九圣禾、泰昆、中信
国安等涉农企业成功申报农业农村部企业重
点实验室，落实制种面积78.08万亩，建设440
万亩农机化示范基地，广泛应用残膜回收、精
细耕整地、卫星导航等技术，小麦、玉米、棉花
全程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达100%、100%和
97%。

生态宜居 乡村千姿百态

04 要闻
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杜星星 版式：任宝红

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昌吉沃野庆丰收

昌吉大地奏响丰收昌吉大地奏响丰收““交响乐交响乐””
———写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写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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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后，随意走进一个村落，家家户
户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饱满的玉米、
火红的辣椒挂在门前窗边，紫白相间的
葡萄压满枝头……

多年来，昌吉州始终以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目标，
坚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探索和实践中推动
农村从“一处美”向“一片美”、
从“外在美”向“内涵美”进
发，努力打造有颜值、有内
涵、有实力的美丽乡村。

放眼审视，从美丽
生态到“美丽经济”，
庭乡沃野已活力澎
湃——奇台县半
截沟镇腰站子村
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已发
展成为集观
光度假、

康养休闲、摄影写生、亲子游乐、农耕体
验和研学实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3A
级乡村旅游景区；

在玛纳斯县兰州湾镇八家户村，能
体悟乡村的宁静，享受民宿的温馨，感受
淳朴的乡情，体验劈波斩浪的激情；

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整洁的村容
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小村落里成立了物
业公司，投资700万元进行乡村道路硬化、
环境美化、照明亮化等工程，入选2022年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是一处民
俗文化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乡村旅游胜
地，这些年村里对拔廊房提升加固，扮靓
村容村貌，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月亮
地村获评中国传统村落……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着眼群众期盼，努力建设人民
安居乐业、城乡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幸福美好新家园，这是昌吉州掷
地有声的宣示，更是念兹在兹的行动——

在村庄规划上，合理布局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引领乡村现代气息与历史脉络
完美融合、自然生态与建筑风貌相得益彰；

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过程
中，2023年统筹各类项目资金近28.04亿
元，主要投入农村水利、道路、村庄清洁能
源“煤改电、煤改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等公共基础设施
和服务设施建设；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实施“一乡一村”乡村建设行动，
坚持因地制宜，把人文景观巧妙地融于自
然环境中；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接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巩固
提升重点区域整治成效，深化农村“厕所
革命”“垃圾革命”“污水革命”，使美丽乡
村处处催生“美丽经济”新产业，塑造文
明和谐新风，形成共建共治新格局。

希望的田野，正上演着丰收的交响
曲，那么动听，那么催人奋进。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何龙拍摄）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
秋分之日，将迎来第六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长期以来，昌吉
人民重农爱农，精耕细作，绵延

生息，期盼岁稔年丰，造就了一方
物阜民丰。

果实累累，穰穰满家。阡陌

间，小麦卷起千重浪；田垄处，瓜
果飘香说丰年；沃野上，棉花绽蕾

“开口笑”……在这个硕果累累的
季 节 ，庭 州 大 地 再 次 唱 响 丰 收
欢歌。

今年以来，我州高质量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夯实三农基本盘，立足

资源禀赋，严格耕地保护，优化经济
结构，培育优势产业，做好“特”字文
章，打造区域品牌，提高质量效益，
全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
典范地州。

年年岁岁，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时和年丰，昌吉又迎来一个丰收年。

秋日庭州，铺绿缀黄，丰收
的喜悦弥漫乡间。

玉米吐穗、麦穗饱满、蔬菜繁
密……看着眼前的丰收画卷依次铺
展，47岁的奇台县西北湾镇柳树河子
村种粮大户冯汝刚心生感慨：“播种、
收获都有大型机械，田间管理还有技
术员指导，种地越来越省心了。”

今年，冯汝刚种了2100亩冬小麦
和300多亩玉米、辣椒、土豆、籽用葫芦，
这几天他正在对耕地进行平地、翻松等
农机作业，为播种冬麦做准备。

冯汝刚告诉记者，今年夏粮收成不错，
平均亩产650公斤，比去年每亩增产12公
斤，纯收入达到20多万元。

白露过后，天高云淡，密密层层的玉米
一眼望不到边。“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的

‘新玉335’预计亩产1.3吨。”冯汝刚的目光
投向不远处大片的玉米地充满期冀地说，

“按现在的收购价每公斤1.95元计算，每亩
玉米纯收入500元不成问题。”

长期以来，昌吉州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
展，始终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抓好农业农村
工作的首要任务，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和耕地
保护红线，强化科技增粮措施，全面落实党的
各项惠农补贴政策，不断盘活土地利用率，推
进农业多元化综合性发展。

今年，昌吉州粮食作物种植面积373.8
万亩，占总播面积686.3万亩的54.4%，同比
增加42.1万亩。其中，小麦226.7万亩，同
比增加10.1万亩；籽粒玉米134.5万亩，同
比增加28.4万亩；棉花193.6万亩，示范推
广“一厂一品”种植模式40万亩；蔬菜生产
及育苗温室大棚3725座，蔬菜种植面积24.7

万亩。
一望无垠的草地、蜿蜒逶迤的河水、物

华天宝的碧野是昌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今年上半年，昌吉州坚持奶
业优先发展，持续推进畜牧产业园建设，深
化“千牛万羊”工程，巩固提升猪禽产业，加
快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全州牲畜存栏
338.22万头（只）、出栏116.6万头（只），肉蛋
奶产量分别达到5.78万吨、0.85万吨、16.37
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州持续加大农业
特色优势产业扶持和培育力度，“昌吉味道”
由绿色道地产品向全产业链、高附加值的
名牌产品转变，木垒鹰嘴豆、老龙河西瓜、
奇台面粉、木垒羊肉……一个个名声斐然、
潜力巨大的原产地品牌，成为昌吉州一张
张亮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