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库尔勒 5 月 22
日讯 （记者 廖军 通讯
员 马建忠 李瑶） 22 日，
记者从巴州中级人民法
院了解到，日前，新兴铸
管新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
志刚一行给巴州中院送
上锦旗和感谢信，对法院
妥善处理企业复杂案件
表达诚挚谢意。

该公司曾面临诸多历
史遗留问题，案件复杂且
敏感，处理难度极大。然
而，巴州中院秉持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引
导和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妥
善解决。

立案阶段，面对复杂
的案件情况，巴州中院组
织专业团队对案件材料进
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
确保立案依据充分、程序
合法。在案件审理中，积
极搭建沟通平台，促使各
方当事人摒弃分歧、凝聚
共识。法官们多次深入企
业了解实际情况，倾听各
方诉求，以公正、高效、权
威的司法实践，为企业营
造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让企业感受到了司法
的温度与力量。

王志刚表示，法院在
案件处理过程中展现出
的公正、高效、负责的态
度，让企业对法治化营商
环境充满了信心。未来，
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推
进后续程序，依法履行企
业责任，并以此次案件为
契 机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步
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贡献。

助企纾困助企纾困
““锦锦””表心意表心意

本报库尔勒 5 月 22 日讯
（记者 袁海军 通讯员 王虹
娟） 10 日至 17 日，库尔勒市青
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组
织库尔勒市第二十一中学 80
名师生赴河北开展研学实践
教育活动。

此次研学活动以“弘扬西柏
坡精神·重温红色记忆”为主题，
4 天沉浸式课程内容涵盖西柏
坡的革命传统教育、赵州桥的古
代科技智慧、塔元庄的乡村振兴
实践、雄安新区的未来城市构
想，形成“理论学习+场景体验+
实践感悟”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助力梨城学子在行走中触摸历
史脉络，感知时代发展。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泛黄的
照片与斑驳的文物静默陈列，仿
佛将学生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
的岁月。

在正定塔元庄村，师生跟随
研学导师参观智能温室与村史
馆，新旧照片墙的对比以及乡村
产业发展的鲜活实践，让学生们
切身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下现
代农村的蓬勃发展。

雄安新区这座现代智慧城
市，以其先进的科技应用和前
瞻性的城市规划，刷新了学生
们对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的
认知。

在库尔勒市第二十一中学
与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的交流
活动中，两地学子以文化为桥，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活动中，梨城学生舞蹈与河
北学生剪纸相映成趣，彼此介绍
家乡、讲述成长的故事。这场互
动交流，是此次研学的生动注
脚，也让冀疆深厚情谊在教育协
作中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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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 5 月 22 日讯
（记者 杨柳青）连日来，自治区
文联 2025年“强基工程”——文
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
暨“5·23”文艺志愿服务主题系
列活动在巴州陆续展开。

此次培训涵盖音乐、舞蹈、
美术、书法、曲艺等多元艺术
门类。

19 日，在库尔勒市开展了

戏曲培训。授课老师由新疆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新疆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新疆迪丽娜尔
文化艺术交流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一级导演何铁军担纲主讲。

据悉，何铁军是深耕戏曲行
业的资深专家，曾导演、编剧《丫
头医生》《石榴红了》《阳光路上》
等现代戏，在业内享有盛誉。

“何老师的授课既有理论

高度又重实践指导，通过对经
典剧目的深度解析，让我们对
戏曲创作教学有了系统性提
升。”库尔勒小螺号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负责人周晓宁在参加培
训后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教学实践，为培养戏曲新生
代贡献力量。

活动期间，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文艺表演，为本地群众和师生

带来了一场场文化盛宴，丰富了
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夯
实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此次系列活动是自治区文
联推动优质文艺资源向基层延
伸的重要举措，后续还将在和
静、和硕、焉耆、博湖、尉犁、若羌
开展活动，通过培育本土文艺人
才队伍，为巴州文化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自治区文联开展系列活动

助力巴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试验田内，“小麦套种玉米”效果已经显现。 通讯员 陈勇 摄

本报焉耆5月22日讯（记
者 薛云少 通讯员 陈勇） 19
日，巴州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
心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焉耆
县北大渠乡北渠村“小麦+玉
米”机械化套种试验田开展现场
技术指导。

在试验田内，绿油油的冬
小麦已进入抽穗期，2 米宽的
小麦种植带与 1.8 米宽的预留
套 种 带 形 成 规 则 的“ 田 间 网
格”，“小麦套种玉米”模式初
显成效。

“我们测量了周边现有机
型的机械参数，使用北斗卫星
导航，将小麦带与玉米带的宽
度、间距严格匹配农机作业轨
迹，实现一田双收的机械化作
业无缝衔接。”巴州农业农村
机械化发展中心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这种带状套种模式以

“农机参数适配性”为核心，基
于拖拉机、播种机、植保喷雾
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具的作
业幅宽、轮距、轴距等数据参
数进行精准设计，优化了种植
行距。

种 植 户 吾 修 江·库 尔 班
说：“焉耆县无霜期较短，去年技

术人员指导我麦后免耕复播玉
米，明显提升了复播的青贮玉米
品质。今年，听到技术人员要试
验这种新的种植模式，我在他们
的指导下进行了大田试验，小麦

收割后还能再收一季玉米，肯定
比卖青贮挣钱。”

近年来，巴州大力推广“小
麦+”套种模式，核心目标是“小
麦基本不减产，增收一季籽粒玉

米”。试验地通过精准调控小麦
播种密度、优化玉米品种搭配，
力争今年实现小麦单产与单作
田持平，多收获一季籽粒玉米，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小麦套种玉米小麦套种玉米””创新种植模式成效显创新种植模式成效显

梨城师生赴冀开展红色研学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