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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轮台2月26日讯（记
者 刘雨珊 申凯龙 通讯员 吐
尔逊·吾斯曼） 初春时节，万物
复苏。眼下，正值接羔育幼的好
时节，轮台县 26 万余只生产母
羊进入产羔季，嗷嗷待哺的小
羊羔为早春时节的大地带来勃
勃生机，也为养殖户带来了丰
收的喜悦。

近日，在轮台县振兴牧业养
殖场，场长买提库尔班·买提吐
尔 逊 正 忙 着 为 生 产 母 羊“ 加
餐”。暖意融融的羊圈内，新生
的小羊羔们紧跟在母羊身后。

买提库尔班说：“接羔期间，
母羊的饲料配比不一样，怀孕
前期是 300 克精料，中期是 400

克精料，后期是 600克精料。不
同的营养配比可以帮助母羊成
功生产、羔羊健康生长。”

轮台县地域辽阔、草场丰
茂，拥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
的条件。对于养殖户来说，接
羔育幼是一年里的头等大事，决
定着新的一年收成的好坏。

轮台县振兴牧业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陈英说：“目前养殖
场羊存栏量是 12000多只，生产
母羊是 7000 多只，羊羔成活率
达95%以上。”

近年来，轮台县不断加强传
统畜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产
业化的现代畜牧业方向发展，创
新养殖模式，打造了一批优质

畜牧产品生产基地。当前，轮
台县羊存栏量为 41 万余只，生
产母羊为 26 万余只，预计生产
春羔 24万余只。春羔接羔时间
从2月初将持续到4月下旬。

轮台县铁热克巴扎乡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吾斯曼江·努尔
说：“我们鼓励畜牧业从粗放型
向精细化、规模化转型，实施了
各类优惠政策，比如饲料、草料
运输补贴每吨 120元，生产母羊
购进补贴每只 20 元，还有人工
配种补贴每只40元。”

下一步，轮台县将持续开
展各项服务工作，促进畜牧业
增长方式转变，为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和硕2月26日讯（特
约记者 布音克西克） 近日，在
和硕县乃仁克尔乡包尔图村牧
民先吉米太的羊圈里，小羊羔

“咩咩”的叫声此起彼伏。截至
目前，先吉米太已成功接羔 650
只，羊羔存活率高于往年。

而在新塔热乡新塔热村，该
村养殖户当皮力养殖的 170 头
生产母牛已顺利产下 120 头牛
犊。“草料准备得特别充足。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把甜菜和
油麸喂给小牛，小牛的存活率很
高。”当皮力说。

为确保接羔育幼工作顺利
进行，和硕县提前谋划，组织畜
牧技术人员深入农牧民家中，普
及接羔育幼知识，提供技术支
持，同时公布了畜牧兽医系统技
术人员的联系方式，确保养殖户
在遇到问题时能迅速获得帮助。

近年来，和硕县不断加强牲
畜养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组织
技术人员走访了解产羔情况，为
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指导。目
前，该县羊存栏量为32.64万只，
其中生产母羊 29.59 万只，已产
春羔22.3万余只。

>>相关新闻 和硕：接羔育幼正当时

轮台26万余只生产母羊进入产羔季

本报焉耆 2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刘晶 常玉香）“同学
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成为新时代的接
班人……”近日，在焉耆县第一
中学，焉耆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摆梅芬在给学生们讲党史。连
日来，焉耆县关工委组织“五
老”人员开展“六进”（进机关、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家庭）活动。

机关打造“红色课堂”。将
家风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相结合，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举
行家庭助廉座谈会、“廉洁好
家风”主题宣讲等活动。

乡村路上“传经送宝”。线
上线下开展“最美家庭故事
会”“弘扬好家风 传承好家教
建设好家庭”等宣讲活动，帮助
基层妇女梳理提炼“好家风”

“好家训”，以好的家风支撑起
好的社会风气。

社区阵地“薪火相传”。扎
实推进传承红色基因工程，组
织“五老”人员深入“石榴籽服
务站”，开展“老少同声颂党恩、
携手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

校园课堂“铸魂育人”。结
合家长会、家长开放日时间节
点，组织以家庭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座，让家长成为孩子道德教育
的“良师”。

企业潜行“赋能助力”。以
涵养企业厚德文化、弘扬培育
企业家精神为出发点，在全县
45 家大中型企业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

家庭提升“幸福指数”。
组建焉耆镇友好社区“快乐大
妈”矛盾调解队，开展家庭矛
盾纠纷化解、心理辅导等调解
服务。

焉耆县关工委组织开展焉耆县关工委组织开展““六进六进””活动活动

本报尉犁 2 月 26 日讯
（记者 景丽君 通讯员 李新
安） 近日，尉犁县公安局联合
县妇联、团委、总工会、人社局
等单位，举办“会聚良缘·触

‘警’生情”青年交友联谊活
动，来自各行各业的 60名青年
男女参加联谊。

活动在轻松的音乐中开
启，男女嘉宾签到领取号码牌
后，参与“心动四重奏”互动环

节。“‘声’入人心”抢麦猜歌
名、“指尖生花”编织艺术品、

“信任的味道”蒙眼睛喂食、
“守护者荣耀”安全知识抢答
等游戏，让男女嘉宾从陌生走
向默契。

多轮互动后，青年们增进
了了解，勇敢向心仪对象表达
交往意愿并交换联系方式。
最终，8对青年互选成功，现场
掌声、欢呼声不断。

6060名青年共觅良缘名青年共觅良缘

本报博湖2月26日讯（通
讯员 杨辈兰 米尔扎提·伊敏
闹勇俊）随着天气逐渐变暖，香
菇菌棒培养也到了关键阶段。
近日，在博湖县秦博江河菌业有
限责任公司香菇生产基地大棚
里，一摞摞摆放整齐的香菇菌棒
已经泛白，阵阵菌香扑鼻而来，
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菌棒“扎
眼”通氧，为香菇丰产做准备。

“‘扎眼’是为了增加菌棒内
菌丝的氧气供应，促进菌丝的生
长和发育，从而提高香菇的产量
和质量。一般情况下，菌棒在整
个发菌期需要刺孔两次，以排出
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促进菌

丝快速生长。”该基地负责人佟
志军说，当前是香菇菌棒培育的
关键时期，工人每天进棚巡查、
调节棚内温度、定时为菌棒通
风。根据目前菌棒培育情况，预
计香菇4月份上市。

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扩大香
菇大棚种植规模，为当地群众提
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许多外
出务工的村民也选择留在家乡，
参与到香菇种植的各个环节。

“以前我一直在外地打工，
离家远，照顾不了家人。现在在
家门口工作，既能挣钱，又能照
顾家里，真是方便了不少。”香菇
大棚务工人员刘忠平说。

“我们将充分利用食用菌产
业优势，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
完善产业链，形成‘菌种研发、标
准化菌棒加工、标准化种植基
地、市场交易、精深加工’完整产
业链，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食
用菌产业的发展中来，为农民增
收致富提供新的路径。”博湖县
查干诺尔乡副乡长王朝飞说。

近年来，博湖县把产业振
兴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
径和重要抓手，依托资源禀赋
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
色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
多元化发展格局，纵深推进产业
融合发展。

香菇生产铺就群众增收路

近日，在博湖县秦博江河菌业有限责任公司香菇生产基地大棚里，工人们在为菌棒“扎眼”通氧。
通讯员 杨辈兰 摄

本报若羌2月26日讯（记
者 陈新 通讯员 胡文阁） 近
日，若羌县总工会联合县人社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在
若羌镇文化社区举办 2025 年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
项招聘会。

新疆志存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新疆海投创成南疆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参加

线上线下招聘，为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退役
军 人等求职群体提供就业岗
位 81 个，现场累计接待求职者
150余人次。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
询台，为求职者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服务。工作人员为求
职者详细解答就业政策，重点
对签订劳动合同、劳动纠纷处

理等问题进行解读，同时发放
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等宣传资
料 100余份。

若羌县总工会将以此次招
聘会为契机，持续开展“送平台、
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送政
策、送帮扶、送关怀”系列活动，
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加大就业
帮扶力度，体现工会作为职工

“娘家人”的责任与担当。

若羌县总工会举办若羌县总工会举办““春风行动春风行动””招聘会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