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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和硕12月4日讯（通
讯员 加亚巴图 温翠平） 眼
下，和硕县冬小麦进入越冬管
护关键期。为切实做好冬小麦
田 间 管 理 ，促 进 麦 苗 正 常 生
长，和硕县精准施策、多措并
举，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现场“把脉问诊”，为夺
取 2025年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近日，和硕县新塔热乡则
格德恩阿茨村的麦田里，绿油
油 的 麦 苗 生 机 勃 勃 ，长 势 喜
人。农技人员穿梭于田间，仔
细察看冬小麦 生 长 状 况 、土
壤 墒 情 和 麦 田 杂 草等情况。
同 时 ，向 种 植 户 讲 解 当 前 冬
小 麦 管 理 技 术 要 点 ，切 实 为
种植户诊苗情、送技术、解疑
惑、开处方，为冬小麦田管“把
脉问诊”。

则格德恩阿茨村种植户刘

翠苹说：“我种植了 70 亩冬小
麦，目前长势良好，这得益于
技术人员的悉心指导。在技术
人员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如何
正确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前几
天，技术人员还教授我冬小麦
越冬的关键技术。特别感谢
他们。”

据了解，冬小麦生育期在
230天左右，是主要粮食作物中
生育期最长的。冬小麦的田管
环节多、任务重，越冬期的管理
举措对其春季返青及最终产量
具有重要影响。

“现在，冬小麦已经进入越
冬期。当前，种植户要着重做好
管理工作，不要让牛羊在地里踩
踏、啃食。地里如果有裂纹，一
定要压实，避免麦苗遭受冻害。”
和硕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
员葛胜武说。

近年来，和硕县始终将粮

食安全视为“三农”工作的重
中之重，大力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按照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保面积、保产量、保品质的
要求，持续指导农户加强冬小

麦入冬后的田间管理，确保冬
小麦健康成长，为粮食生产提
供坚实支撑。

本报博湖 12 月 4 日讯
（记者 周海霞 特约记者 郭
玉顺） 11 月 30 日，博湖县乌
兰再格森镇联合博湖县钓鱼
协会举办“鱼米小镇 冬钓乌
兰”首届“乌兰杯”冬钓比赛。

当天，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垂钓选手们立即展开
鱼竿、挂饵抛钩、扬竿起钓，
一招一式都透露着专业和
干练。不一会儿，就有鱼儿
上钩。

博湖县钓鱼协会负责人
李阳说：“本次比赛共投放鲤
鱼 4000公斤。参赛选手须在
指定区域钓鱼。比赛分为称
重奖励和鱼标奖励。”

钓鱼爱好者苟倩说：“冬
天能有这样一个钓鱼的好
地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此次钓鱼比赛对丰富群
众业余生活，提高竞技钓鱼
运动水平，带动博湖县文旅
发展有重要意义。

博湖县乌兰再格森镇党
委书记张国晋说，此次比赛
除了本县各乡镇的 40余名钓
鱼爱好者参加外，还有不少
外地游客参与其中。此次比赛
为乌兰再格森镇旅游产业
注入了新活力。

博湖举办博湖举办冬钓比赛冬钓比赛

■简讯

◆近日，焉耆县农网巩固
提升工程中的思城三线与思
城一线联络工程成功投运，
实现两线之间互转互带。当
思城三线或思城一线中任意
一条线路发生故障停电时，另
一条线路可迅速供电，为居
民提供可靠的第二电源。这
标志着该县电网结构进一步
优化，应急能力显著增强，
将为居民带来更加稳定可靠
的电力供应。

（本报记者 衡红丽 通讯
员 买兰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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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末县开展企业集体协商行动

同商共议 和谐共赢
本报且末12月4日讯（记

者 陈新 通讯员 米合日古
丽·吐尔迪）近日，记者从且末
县总工会获悉，该总工会深入
开展“同商共议·和谐共赢”企
业集体协商行动，充分发挥集
体协商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推动
企业集体协商工作提质增效。

11 月以来，且末县总工会
指导员集中走访了且末县臣河

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且末县
惠海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等10家
企业，全面了解职工的工作状
况和需求，广泛收集各方意见
和建议，并针对不同企业的特
点，提供一对一、面对面的专业
指导。

在且末县臣河液化气有限
责任公司工资集体协商会现
场，且末县总工会指导员在现
场进行指导，职工方代表与企
业方代表就工资待遇、劳动安

全保护、女职工权益保护等进
行了详细交流。

参加集体协商会的张女士
说：“之前，工作上遇到事情，也
想找人商量，但找不到合适的
方式表达。今天，通过集体协商
会，我知道了可以这样与企业
代表沟通商量。希望县总工会
以后多进企业开展此类活动。”

企业方代表说，将重视职
工的心声、诉求，积极应对，化
解矛盾，通过推动企业提质增

效提升职工满意度，切实维护
职工权益，促进企业与职工之
间的和谐共赢。

且末县总工会负责同志表
示，企业集体协商行动不仅在
企业与职工之间搭建了有效
的沟通平台，也为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今后，将不断
完善和深化企业集体协商工
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2月1日，在尉犁县古勒巴格乡奥曼库勒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在进行土地平整作业。
通讯员 汪志鹏 摄

本报尉犁 12 月 4 日讯
（记者 李伶 通讯员 汪志鹏
唐平亮） 1 日，在尉犁县古勒
巴格乡奥曼库勒村高标准农田
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在进行土
地平整作业。

今年，尉犁县建设高标准
农田 1.7万亩，由新疆越阳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建设
内容包括平整土地 7350 余亩，
新建渠道及防渗改造 2.38 千
米，修建机耕路 13.5千米，安装
滴灌 6800 余亩、建设防风林
等。自 3 月 19 日开工以来，该
公司组织 80余辆机械、60多个
专业施工班组，抢抓工期，分批
次分片区实施。目前工程已经
完成总体进度的95%。

近年来，尉犁县依托中央、
自治区农田补助资金，统一规
划设计、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建
设区域，全面实施高效节水及
配套渠系、田间道路、防护林、
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有
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耕地利
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和农田生
产环境，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
良好基础。

自 2019 年以来，尉犁县已
建设高标准农田 42.5 万亩，配
套路、林、渠、电，实现了田成

方、林成网、路相连、渠相通的
建设目标。该县通过高标准农
田建设，助推尉犁县传统农业

升级改造，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步伐，既提高了农业综合产出
率，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尉犁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尾声尉犁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尾声

农技人员田间“把脉”保障小麦安全越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