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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尉犁4月9日讯（记者
李伶 通讯员 马小龙） 8日，受尉
犁县政府邀请，中国富碳农业首
席科学家、欧盟创新中心“碳中
和”绿色发展首席专家袁东来教
授来到该县，以《大美尉犁“碳”
索未来》为题，为广大党员干部
讲授了一堂精彩的专题讲座。

袁东来是我国“碳中和”与
富碳农业领域的权威专家，长期
从事国家生态战略安全评价体
系、碳基文明、生态资本论、“碳
中和”富碳农业、农耕文化、生态

文明等领域系统方法论的研究，
提出了“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
发展生态化、工业经济低碳化、
农业经济富碳化”的发展创新理
念，为推动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讲座中，袁东来从富碳农业
的理论基石、富碳农业发展创新
理念、富碳农业打造农业 4.0的
意义等方面作了精彩讲授。内
容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意
义，为推动尉犁产业从传统模式
向现代化、绿色化、生态化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理念、
新思路。

通过深入调研，袁东来对尉
犁县“393”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建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尉犁县
深挖资源、区位和产业优势，大
力发展罗布麻全产业链，是深入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
山”理念的生动体现。袁东来认
为，尉犁县罗布麻全产业链的发
展方向符合当今中国产业发展
结构，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
大。要从碳汇计量、生态检测

到产品质量认证，加快构建“罗
布麻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以高
标准引领技术转化与产业升
级，确保产业可量化、可追溯、
可持续。他表示，将支持和帮
助尉犁县重点推进罗布麻、罗
布羊公共品牌和团体标准申
报，以标准化建设筑牢品牌根
基，让“尉犁罗布麻”“尉犁罗布
羊”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特色
农业的“金字招牌”。

“袁东来教授对罗布麻产业
发展的充分认可，进一步坚定了

我们全力发展罗布麻全产业链
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抢抓战
略机遇、强化责任担当，重点推
进罗布麻公共品牌申报工作，以
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绿色升
级，让‘富碳农业’理论在尉犁落
地生根。”尉犁县林草局相关负
责同志说。

本次专题讲座以视频形式
进行。该县四套班子领导、各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企业代表
在主会场参加，各乡镇党政班子
成员在分会场参加。

本报库尔勒4月9日讯（记
者 赵爽 通讯员 迪力亚尔·艾
尼） 8日，巴州服务质量提升
培训（第三期）在库尔勒市举
行。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实
操”双模块教学模式，根据酒
店、餐饮等文旅行业不同岗位
需求设置针对性课程，着力提
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服务
技能水平。

培训师围绕综合礼仪礼
节、微笑服务及沟通技巧等课
程，结合职业形象塑造、接待
服务规范等要点，系统讲解仪
表仪态、社交礼仪等实用知
识；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
等方式，帮助学员掌握微笑服

务、客诉应对及沟通技巧。
在实操环节，高级技师

针对餐饮、客房岗位进行现
场 演 示 ，指 导 学 员 规 范 操
作。学员通过中式摆台、客
房清洁及布草更换等精细化
技能训练，进一步强化标准
化服务流程。

“我们将持续推进服务质
量提升系列培训，以更优质的
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打造‘服务有温度、细
节见品质’的旅游服务品牌，
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
季。”库尔勒市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旅游科负责同
志说。

库尔勒文旅从业人员集体库尔勒文旅从业人员集体““充电充电””

□本报记者 周海霞 通讯
员 艾尼瓦尔

目前，在巴州广袤的乡村大
地上，正演绎着一场科技引领致
富的生动变革。当遇到棉花种
植、牛羊养殖技术问题时，农牧民
心中都有一个笃定答案——找科
技特派员！如今，这句响亮的话
语，恰似希望的火种，在巴州乡村
的每一寸土地上播撒、蔓延。科
技特派员已然成为广大农牧民生
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心骨”。

4 月 9 日，记者从巴州科技
局了解到，2004年，巴州勇立潮
头，在全疆率先开启科技特派员
工作试点征程。多年来，始终坚
守“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
先”理念，在改革创新之路上阔
步前进，不断拓展工作领域。围
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掀起创新
创业热潮，以创业带动就业，历
经试点探索、扩大推进、全面推
行、科技创业、服务脱贫攻坚以
及支撑乡村振兴等六大重要阶
段，逐步构建起政府积极推动、
多部门紧密配合、广大科技人员
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实现了搞

活基层、用活人才、激活发展的
多方共赢崭新格局。

500余名科技特派员：点
燃服务乡村的星星之火

2024 年，全州科技特派员
备案人数达 581名。其中，县市
科技特派员 458人，州直科研院
所、高校科技特派员 112 人，同
时吸纳了州外科技特派员 12
人。法人科技特派员 60 名，服
务团队 14 个，其身影遍布全州
395个行政村，包联81个乡村科
普馆，真正做到乡村振兴和科普
馆全覆盖。全州科技特派员全
年开展培训 1200 余期，培训农
牧民高达 8.3万人次，发放各类
培训材料 10.4万余份。通过自
治区、自治州科技特派员项目的
深入实施，成功引进推广新品种
26个、新技术36个，建立试验示
范基地 11 个，示范推广种植面
积达 15 万亩，培育牛羊 1000 余
头（只），增加就业 210 余人，销
售收入增加 771 万元。在推动
农业科技蓬勃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科技支撑作用。
巴州每年定期召开科技特

派员专题会议，精心安排部署工
作。明确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方
式、服务时间、考核方式，确定清
晰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协同
联动，凝聚各方合力，全力推动
科技服务工作稳步有序开展；建
立科技特派员包联制度，确保科
技特派员包联行政村和乡村科
普馆全覆盖，将科普工作巧妙嵌
入并深度服务乡村产业发展；围
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
产业升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
广、乡村建设治理等农民生产生
活中的迫切需求，针对不同群体
的科普需求，精准“把脉问诊”

“对症下药”，为广大农民提供高
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把科普活
动实实在在地送到田间地头，送
到各族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他
们的科学素质，真正让科普知识
和农业生产技能深入人心。

1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指
引增收致富的航向灯塔

2024 年，巴州聚焦现代农

业发展的重点产业，大力开展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与农
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工作，
促进产业蓬勃发展。安排自治
州科技特派员项目 10 个，项目
支持资金 50万元。通过这些项
目的实施，加速优良品种和先
进适用技术在农村的广泛推广
应用，将资金、管理、技术等先
进生产要素成功导入农村，引
导和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
农村，服务农民，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有力推动了现代农牧业
发展。

与此同时，巴州积极争取
自治区科技项目，共征集申报
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项目
204 项，其中 42 个项目成功获
得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立
项支持，包括乡村振兴项目 7
个，科技特派员项目 35 个。项
目资金总计 641万元，项目总数
位居全疆第三。自治区科技成
果转化专项的成功实施落地，
为巴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有力的支撑，为科技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加快了科技
成果转化速度，强化了科技服

务作用，推动了农牧业增收和
产业转型升级，为农牧民增收
致富保驾护航。

巴州积极探索并成功形成
“科技特派员+农村合作组织+
农户”等创新模式，实现科技特
派员与涉农企业、合作社、农牧
民 的 良 性 互 动 与 双 赢 局 面 。
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大力支持科技
人员和乡土人才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科技服务。全州科技
特派员在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应用方面积极作为，全面落实
乡村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
支撑。巴州不断探索科技特
派员项目服务方式、创新服务
模式、完善服务机制，积极鼓
励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创新创
业，开展科技试验示范、技术
咨询、技术培训等技术服务，
有效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 。 充 分 发 挥 高 校 、科 研 院
所、农技推广等单位的人才资
源优势，动员包括农业、科技、
信息等方面人才加入科技特
派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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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在库尔
勒市上户镇杜尔比村，
助农志愿服务队队员
在帮助村民铺地膜。

连日来，该村组织
助农志愿服务队深入
田间地头，以实际行动
助力农业生产。文/本
报记者 杨柳青 图/通
讯员 王子怡

助力农业生产助力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