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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T O P I C

九月的雪域高原，秋风送爽，田野金黄。在素

有“西藏粮仓”之称的日喀则，秋收工作正在开展。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科技日

报记者走进西藏日喀则青稞标准化种植示范

区，577 亩青稞已进入成熟期，金色的青稞穗在

秋风的吹拂下跌宕起伏，如同金色的海洋。来

自北大荒集团鹤山农场援藏的“金戈铁马”正在

金色的田野间往来穿梭，机车的轰鸣声奏响了

雪域高原的金色丰收曲。

日喀则市农作物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40万

亩左右，粮食产量约占西藏全区的40%，青稞产量

占全区的 50%。“党的十八大以来，日喀则牢牢抓

住粮食生产这个根本，让中国饭碗里盛中国粮，以

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今年，我

们通过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秸秆全量还田等技术，

有效改善了土壤板结状况，提升了土壤肥力。通

过青稞全程机械化种植技术的优化与应用，今年

青稞长势好于去年，产量和品质有望得到大幅提

升。”北大荒集团西藏日喀则青稞标准化种植示范

区项目负责人李德龙说，“虽然收获期受到疫情影

响，但我们科学研判，想方设法地把丰产的青稞抢

收回来，这都得益于党的好领导。”

喜迎党的二十大，一幅幅收获的美好场景

正在雪域高原上演，艾玛的土豆、边雄的萝卜、

白朗的蔬果……各类特色农产品成了当地农牧

民群众的增收利器。

兴产业 打造增收“金钥匙”

9 月 25 日傍晚，伴随着羊叫声，岗巴县岗巴

镇门德村村民朗贵来到自家草场，娴熟地挥舞着

鞭子，把羊群赶回羊圈。朗贵告诉记者：“凭借肉

质细嫩、无膻味等优势，岗巴羊在市场上获得了

良好口碑，岗巴羊养殖也逐渐成为拉动县域经济

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的一把‘金钥匙’。”

岗巴县委书记周海浪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该地按照“人入社、羊入圈、地流转、劳转移”的

工作思路，大力推动珠峰藏系绵羊产业向更低

投入成本、更高产出效率、更多品牌附加值、更

紧密产业链条、更稳定质量水平、更协调资源承

载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加快转型，实现了畜牧业

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的发展目标。

定日县孔美村创办藏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村“两委”、乡村振兴专干吃住在现场，刻苦

钻研养殖技术、改善养殖环境，实现了规模养殖

7600 多羽藏鸡、年产蛋 4 万多枚、年经营收入 40

余万元的历史性突破。

米林县琼林村依托南伊沟景区优势，成立

南伊沟珞巴织布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 4个民族

特色旅游商品售卖小组，每年增收 50余万元，为

每户农牧民增收近 2万元。

日土县乌江村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创办村

级合作社砂石厂、班公柳苗圃基地等产业，一年

下来，仅砂石厂的分红就达 90多万元，带动全村

227户 933人增收。

谋发展 百姓日子红红火火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

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

好守好。”2017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西

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姐妹写了回

信，这封信，被挂在卓嘎家中最醒目的位置。

“从翻身农奴做主人，到脱贫致富奔小康，西

藏的变化翻天覆地。玉麦曾经的‘三人乡’已变成

67户 200多人、下辖两个行政村的小康乡。道路

全铺成了柏油路，家家户户通了电，有了网络，感

谢党的好政策。”聊起变化，玉麦群众感慨万千。

喜迎党的二十大，西藏边境地区大力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基础设施水平稳步提升。

供水方面，21 个边境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

达 84.5%，17 个边境县城建成了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率在 80%以上；

通信方面，建制村通光纤率和 4G 信号覆盖

率都在 99%以上；

道路方面，所有边境乡镇和建制村都通了

公路；

供电方面，主电网已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

……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全

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边境的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越来越高，边境地区发展如火如荼，百姓

的日子红红火火，广大干部群众正以兴边稳边

固边的扎实行动，守护好祖国边疆，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西藏：奏响雪域高原金色丰收曲

红日当空照，正是奋进时。在新疆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新疆莱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吹膜车间内，高达 50 米的吹膜机闪耀着蓝光，

“吐出”22 米宽幅的农用大棚膜，机械手灵活地

从托盘上搬运塑料膜卷并安放到指定轴上，工

人操作自动搬运车飞快地将重达 800 公斤的薄

膜筒运到指定位置。

“公司 80%以上的产品市场在海外，工人们

正抓紧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赶制完成出口订

单，争取多出口、多创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贡献产业工人的力量。”该公

司吹膜车间主任淳治介绍，以前产品出口，要先

用一周的时间，通过公路运输到天津港，再用 40

天左右海运到欧洲。而现在产品出口通过中欧

班列只需 15 天，最快 12 天，大大节省了时间成

本，提高了运营效率。

对外开放责任铭刻于心

正是党的好政策，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得到了发展新机遇。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

的喜讯传遍天山南北，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倍感振奋，纷纷

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

工作中，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以抓铁有痕的干

劲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调研时

强调，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共建

“一带一路”等深入推进，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

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把新疆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

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

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声声嘱托言犹在耳，一份份责任铭刻于

心。作为丝绸之路核心区的重要承载区，乌鲁

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承载国家使命，支撑区域

发展，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五大中

心”中积极发挥国家高新区作用，用好乌昌石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机

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新兴

产业发展潜能，围绕现代服务业 1个支柱产业和

生物医药与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3

个主导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产业

集群，逐步成为新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引擎和

乌鲁木齐的科技新城区。

狠下功夫提高科创能力

牢记嘱托，为进一步发挥好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的重要作用，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新区在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上狠下功夫。

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于今年下半年启动实施了科技创新

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推进创新主体扩大工程、科

技成果转化工程、平台载体提质工程、科技人才

引育工程、科技开放合作工程、科创环境优化工

程等六项科技工程的实施。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亚欧博览会上，乌鲁

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签约了 9 个项目，有 2 个是

科技项目。其中，“中建新疆建工科创平台基地

建设”项目致力于打造全疆同行业规模最大、实

力最强、最具行业全面引领能力的综合性检测、

建筑产品中试及型式检验、检测设备生产、新型

建筑材料生产基地。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推进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全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组建技术

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平

台，我们将不断发挥科研平台在创新发展中的

支撑作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招商服务

局党组书记侯波说。

奋发有为正当时。乌鲁木齐市委常委、副

市长、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区委书记崔玉

淼表示，作为首府经济大区，全区将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度融入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把人口优势、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交通优势转化为紧贴民生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力争在产业集聚、项

目建设、创新创业、消费拉动、民生改善上实现

新突破，在建设具有新时代活力的经济科技双

强区、宜居宜业双优城中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由 长 春 出 发 一 路 向 西 ，车 窗 外 的 风 景

由 辽 阔 的 黑 土 平 原 逐 渐 变 成 草 原 、山 丘 ；从

东 方 欲 晓 的 清 晨 开 到 烈 日 当 空 的 中 午 ，才

走 进 了 吉 林 省 白 城 市 通 榆 县 边 昭 镇 铁 西 村

的 地 界 。

二十大召开前夕，即将迎来丰收的边昭镇

喜气洋洋。

摆“擂台”让农民眼见为实

“二叔再拿几块牌子过来，千万别弄错了。”

说话的是个青年汉子，高挽着袖口，青灰色的铁

锨映着阳光一闪一闪，将一块写有“农玉 719”字

样的牌子砸在一垄玉米前面泛白色的土中。

从铁西村村口望去，这样的牌子足有几十

个，队伍“站”得整整齐齐，像体育赛场上的引导

员——每一位“引导员”代表着一个玉米品种。

“这是个‘擂台’呢！”青年汉子放下铁锹，拍

了拍身上的土，一边招呼着过路的村民，一边向

记者介绍情况。他叫王野，是吉林大学的一名

教师，也是铁西村驻村第一书记。

摆出这座“擂台”的，是吉林大学植物学院

教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崔金虎。屈指算

来，这是崔金虎扎根这片盐碱地的第五个年头。

盐碱地，像疥癣一样侵蚀着土地，困扰着祖

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土地贫瘠，天公也

不作美。当地有句顺口溜说——在吉林白城风

最大，“一年刮两场，一场刮半年”；在白城通榆

风最大，“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长期干旱的气候条件和东碱西沙的土壤条

件，导致农作物产量低，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

造成减产和绝收的情况司空见惯……于是，不

敢投入、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成了当地农民过去

主要的耕作模式。

让农民眼见为实，是崔金虎摆下“擂台”的

初衷。他带来了水肥一体化、玉米密植抗倒高

产栽培等多项技术，让科技成果看得见、摸得

着，帮助农民脱贫奔小康。

“嗯呐，这是好庄稼！”68 岁的村民谷建加路

过村口，顺手帮着干了些活，不时看着庄稼感慨

道。“今年年景好，我家也丰收，但人家这一垧地

至少多收六七千斤，赶来年咱们也进合作社！”

在“不毛之地”捧起中国饭碗

同样丰收的，还有大豆。初秋的通榆，大豆

田里一半金黄一半翠绿。阵阵微风拂过，成熟的

豆荚碰撞出哗啦哗啦的美妙响声，“飘入”人们耳

中。在村民听来，只怕仙乐齐鸣也不过如此。

吉大豆 19丰收了。这是吉林大学植物科学

学院王庆钰教授团队多年培育研发的大豆新品

种，去年三个测试点平均公顷产量 7200斤，今年

更是达到 7500斤，远超当地平均水平。

玉米、大豆只是吉林大学发挥智力密集优势，

全力支持科技专家、科研团队走进定点帮扶县，积

极推动优秀项目成果转化的缩影，吉林大学定点

帮扶工作也先后受到中央部委的点名表扬。

从过去八百里瀚海的贫瘠土地到如今畜牧

业、农业的兴旺发达，扎根通榆、把论文写在这

片土地上的科研人员还有许多。“张福锁院士的

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省市农业科学院、吉

林农业大学……”说起科研人员对通榆进行帮

扶的成就来，毕见波滔滔不绝。他是通榆县新

洋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土生土

长的通榆人。他亲眼见证了科技给这块土地和

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的变化。

如今的通榆，在“不毛之地”上捧起了中国

饭碗；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县内白色风机林

立，风电产业园内塔吊不停装卸，建设项目正加

速落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几年间，通榆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

为区域强县，实现了从深度贫困到乡村富美、从

农牧业大县到工业强县、从县域发展“跟跑”到

“领跑”的三个跨越。在白山松水间持续激发蓬

勃力量，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开启新征程。

吉林通榆：从贫困县到区域强县的三个跨越
◎通讯员 汤文庭 本报记者 杨 仑

汽车在贵州省黔西市新仁收费站

刚下高速，两侧青山迎面，山间一条 8

米多宽的崭新旅游公路蜿蜒在迷人的

秋色中。

行至乌蒙山腹地的黔西市新仁苗

族乡化屋村，打开车窗，清爽的空气沁

人心脾。路边的农家乐、民宿门前旌

旗招牌各色各样，一栋栋黔西北民居

简洁大方。

村口一家苗绣车间中，27 岁的苗

族 姑 娘 杨 文 丽 正 带 着 绣 娘 们 飞 针 走

线，赶制颇具苗族特色的旅游文创产

品，一幅 9 米长的苗绣长卷即将完工。

长卷画面上，错落有致的民居掩映在

青山绿水间，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村

民们载歌载舞。

“苗绣长卷展示了化屋村 10 年来

的改变，这是我们用苗族特有的方式

记录村民的美好生活，迎接党的二十

大。”杨文丽告诉记者，村里十多位绣

娘设计制作了这幅长卷，一针一线，用

心用情。

地处乌江上游、六冲河畔的化屋村，

曾经和贵州山区的许多贫困村一样，生

活贫困和生态恶化交织。

而今，在化屋码头旁的广场环顾，

小村庄是一番动人景象，山水旖旎如

画，道路平整宽阔，楼房整齐漂亮，环

境优美宜人……

2021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化屋码头，沿江岸步行察看了乌江生

态环境和水质情况，对当地加强入河排

污口管理和水质监测体系建设的做法表

示肯定。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新路子。

黔西市当地干部告诉记者，化屋村

过去曾大面积开荒向山要粮，也曾“网箱

养鱼、驾船捕鱼”向水要经济，最后“山秃

了，水臭了”。而哺育着化屋村的乌江，

流域内承载了贵州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

济总量，也因粗放发展、两岸污水处理滞

后，一度成为“污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化屋村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山地增绿等措

施加快生态修复，一方面依靠国家扶贫政策，补基础设施短板。2017 年村

里脱贫摘帽后，生态建设脚步也不停歇。

在村里一家农家乐门口，记者碰到了刚巡河归来的村民杨清鑫，他脚上

的胶鞋、手里的滤网还滴着水。十几年前，杨清鑫就在乌江支流六冲河里打

鱼为生。2019年，为保护河道环境，六冲河全面禁渔，村里渔民分批转产上

岸，他加入了村里护河队负责清理河道垃圾。

化屋村村干部说，近几年，村里除了配备护林队、护河队，还拆除网

箱 1000 多平方米；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116 座，村民生活污水不再直排入

河。

几乎同时，贵州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推进实施

《乌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面推行五级河长制，大力整治沿岸磷化工

污染，全面禁渔……

“近年来村里的变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才是长远的路。”化屋

村驻村第一书记常开林告诉记者，2021年以来，为了不污染河流，化屋码头

对游船油污处置实行更严格管理，并启用新能源船舶逐步替代燃油型船舶，

还实施了特色民居改造工程提升污水治理水平。

据统计，目前化屋村的森林覆盖率增至 60%以上，主要河流水质也

恢复至二类以上。依托好生态，村里开了 30 余家农家乐、19 家农家旅

馆，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2021 年，全村共接待游客 65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3.1 亿元，人均纯收入超过 1.9 万元，较 2012 年增加了

6 倍。

放眼全省，2021年，贵州森林覆盖率达到 62.1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

质优良率保持 100%，乌江干流水质达到二类标准，流域水质总体为优。

2021 年贵州林下经济带动超过 300 万农村人口增收，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突破 1000亿元。

水秀山清百业兴。记者从贵州省相关部门获悉，笃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贵州正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为总目标，同步推进磷污染防治、

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乌江流域生态保护等专项行动，同时加快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今年先后颁发了全省首张林业碳票、首张集体林碳

票，持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今年 1 月，杨清鑫和媳妇在化屋村开起了一家名为“笑容顺安”的农

家乐，旅游旺季，一天能挣 2000 元左右。平时除了打理农家乐，夫妻俩每

天都会开着小船去巡河，一人负责开船，一人负责打捞河里的垃圾，配合

默契。

“国庆节游客多了，生意忙了不少。但再忙也要巡河，家门口的‘饭

碗’一定要守好。”杨清鑫说，“河水不清，游客不来；环境越好，生活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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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热索乡努康村农机合作社的村民集中对村里三千多亩耕地进行机械化
收割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吉林省通榆县边昭镇的村民在牧业小区里喂羊 新华社发（颜麟蕴摄）

99月月1919日至日至2222日日，，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图为新疆金风科技股图为新疆金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展位的工作人员在介绍中速永磁智能风机份有限公司展位的工作人员在介绍中速永磁智能风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磊丁磊摄摄

垃圾清理船在贵州省黔西市乌江源百里画廊江面上清理垃圾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