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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魏永贵

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公布2025年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新疆获批
新建7个农业产业强镇。分别是：以玉米
加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伊宁市巴彦岱镇、以
骆驼养殖业为主的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
族乡、以辣椒生产加工为主的博湖县本布
图镇、以无花果种植加工为主的阿图什市
上阿图什镇、以蔬菜生产加工为主的特克
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族乡、以红枣生产加工
为主的麦盖提县央塔克乡、以肉苁蓉生产
加工为主的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乡。

乡镇上联城市、下接乡村，是聚焦农
业主导产业、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
点和中坚力量。这7个乡镇缘何入选？

突出特色，壮大主导产业

纵观这7个乡镇，不难发现，它们至少
有一个叫得响的特色产业，产业链条完整，
经营主体活跃，农民增收成效显著。

“今年已经收了400吨左右的肉苁蓉，
加工的肉苁蓉干品将销往安徽、广西等
地。”6月22日，吐鲁番市高昌区恰特喀勒
乡肉苁蓉种植户艾沙江·阿布力米提说。

近年来，恰特喀勒乡充分利用荒漠盐
碱地，重点发展肉苁蓉种植业，鼓励村民
成立肉苁蓉初加工厂、农民专业合作社，
抓好肉苁蓉的生产加工，肉苁蓉成了乡里
的支柱产业。艾沙江跟几个村民合作成
立了3个肉苁蓉加工厂，用新型电控恒温
烘干房替代了原来的简易烘干房，极大地
提高了肉苁蓉干品的品质。

“种植肉苁蓉带来的增收作用很明
显。”恰特喀勒乡党委干部说，依靠肉苁蓉
种植加工业，全乡农民人均收入一年比一
年高，生活越来越好。

特色产业是产业强镇最大的亮点。
2018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

动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新疆充分借
助国家政策支持红利，以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思路推进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截至2024年底，全疆
培育了一批以小麦、水稻、棉花、苹果、核
桃等为主导产业的农业产业强镇，累计建

设农业产业强镇 48个，培育产值超 10亿
元的镇 6个、产值超亿元的村 12个，有力
促进产镇、产村融合发展。

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

盛夏时节，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的红枣
在阳光下长势旺盛。

央塔克乡是麦盖提红枣核心产区。
为了实现红枣产业提质增效目标，麦盖提
县在央塔克乡建立红枣科研驿站，研发新
技术、试验新品种，制定红枣种植、管理、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规程和技
术体系，并改良嫁接枣园1万亩，建设产业
示范园 3000亩，不断提高红枣产量和品
质。同时，央塔克乡采取多种措施助力红
枣加工企业发展，扩大精深加工规模，不
断提升红枣附加值。

“建设农业产业强镇，首要是提升主
导产业的效益。”新疆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岩说，在产业强镇建
设中，要特别注重完善产业链、加强科技
创新，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发展，持
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样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走进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新疆海德
坤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的阿
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一派
繁忙景象。

2023 年，上阿图什镇引进新疆海德
坤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聘请中国
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特色林果
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团队为技术总指导，
大力推行设施农业无花果种植和大田无
花果种植。

“我们以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
技创新园项目为平台，通过一产的设施种
植、二产的工厂深加工、三产的农文旅融
合，来延长无花果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新疆海德坤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王省业说。

联农带农，完善联结机制

“今年的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更加
注重夯实产业基础与带农增收，要建立完
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广大小农

户从事农业产业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张虎介绍，按照要
求，每个产业强镇要培育一批产业强村，
推动产业链分工向村组延伸下沉，建立龙
头企业引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广大小农户广
泛参与的发展模式。

“我们的骆驼产业发展模式核心是
‘合作社+农牧民+产业’，通过合作社联
结小农户实现标准化生产，引入龙头企
业解决加工和市场问题，延伸产业链条，
有效破解农牧民‘养得好’却‘卖不好’
的难题，实现惠民惠企。”6月 23日，阜康
市三工河哈萨克族乡副乡长叶热纳
尔·巴代西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产
业强镇建设为契机，着力构建‘一基地五
中心’产业矩阵，推动骆驼存栏量在
2025 年底突破 1.7 万峰，驼奶销售额达

6.5亿元，让骆驼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

“我种的是大棚西红柿。以前都是各
干各的，没有技术，不懂管理，一座棚的商
品果率只有30%，根本卖不出好价钱。”6月
23日，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农民贺
华说，如今，乡里招商入驻的特克斯县易隆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领大家加入合作社，
由有经验的团队带着干，明确了方向，西红
柿商品果率达到90%以上，农民收入比以
前翻了几番。

呼吉尔特蒙古族乡的主导产业是蔬
菜生产加工。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运营模式，该乡实现了种植标准、种
子、技术服务、品牌、销售的五统一。企
业下订单，农户只需“接单”种植，这样的
种植模式不仅省心省力，更让农民吃上
了“定心丸”。 （据《新疆日报》）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
丽·艾依提哈孜

“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非
常喜欢看文学书籍，脑海里经常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问题。”汉学家、意大利米兰
比可卡大学教授傅雪莲回忆自己与中国
文化的结缘经历时说，“看着世界地图，
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我去一个离家乡
非常远的地方，会不会给那些问题找到
合适的答案。那时候，我觉得中国很远
而且很大，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决
定开始学习汉语。”

而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吉来对中
国文化的喜爱，源于小时候看过的中国
经典童话故事《神笔马良》，“这个故事令
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
土耳其最早开设汉学系的安卡拉大学。”

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图书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世
界汉学家看中国·新疆行”活动中，获得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作家、翻译家、出
版家们分享了自己最初与中国文化结缘
的经历。虽然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

在赴喀什、伊犁等地参观访问中，汉学家
们目睹了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新疆，
共同感受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并表示要成为中国新疆故事的讲述
者、传播者。

6月24日，“世界汉学家看中国·新疆
行”参访团一行开启了在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的参观访问之旅。他们深入了解了
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特色种
植产业发展、文旅产业、生态环境保护等
现状。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古
城，汉学家们体验了锡伯族射箭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
当地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锡伯族射
箭好手曾代表新疆参加各类比赛，斩获众
多金牌。“中国政府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政策性保护和经济投入力度之大，让
我十分赞叹。”致力于向俄罗斯读者介绍
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俄罗斯汉学家、圣
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
究中心科学主管穆凤玲感慨道。

在霍城县漫心忘忧谷景区，大片的
薰衣草花田宛如紫色的海洋，香气迷
人。当地大力发展薰衣草产业，通过种
植薰衣草，农民获得了可观收入，不仅带

动了旅游经济，还促进了生态保护，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
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将薰衣草制成的
精油、化妆品、文创等各类产品作为礼物
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参观访问中，汉学家们相互之间
除了交流各自的参观感受，也“三句话不
离本行”，讨论如何以出版物和文化产品
为媒介，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热度，从吉来的
话语中可见一斑。吉来一直致力于向土
耳其介绍中国，翻译出版了《论语》《庄
子》等多部中文著作，广受好评。他翻译
出版的《孙子兵法》是首个从汉语直接翻
译成土耳其语的译本。“《孙子兵法》已经
加印了 28次，《论语》6次，《庄子》也加印
了3次，中国的经典书籍在土耳其的传播
效果很好。”他介绍道，“我目前也在着手
翻译关于中国新疆的优秀文学作品，比
如王蒙先生的《在伊犁》。”

21岁时第一次到中国，傅雪莲就被中
国人民的热情所感染。“我每次说‘你好’，
总有很多陌生人微笑着回应我。”曾翻译
过《兄弟》《第七天》《文城》《三重门》等中

国当代作品的傅雪莲表示，“我一直认为
民心是相通的，而书籍就是沟通不同文
化的桥梁，比如我翻译的作家余华的作
品就很受意大利读者的欢迎，能让人们
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经过参观调研，傅雪莲计划对新疆
作家与作品展开进一步研究。“我想翻译
新疆作家作品，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把
它们介绍给意大利的广大读者。”她说。

近年来，新疆出版物“走出去”成效
显著。2024 年，全区出版物版权输出总
数达 15种。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多年来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工
作的伊朗作家、翻译家孟娜，正在翻译作
家王蒙的新疆题材长篇小说《这边风
景》。“以前伊朗翻译的中国作品大多是
从其他语言转译成波斯语，但近几年越
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学习汉语，直接从
汉语翻译成波斯语的作品也越来越多。”
孟娜说，“这次有机会来到新疆伊犁，亲
身感受著名作家王蒙热爱的这片土地，
让我对他的作品有了更多共鸣。我希望
能翻译更多反映新疆的优秀作家的作
品，让大家了解新疆，了解中国文化。”

（据《新疆日报》）

这是6月25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拍摄的库车市甬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
厂内景。

库车市甬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援疆项目之一。
在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支持下，该智慧工厂引入宁波企业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
设备，通过智能调控成功种植多种原本不适宜在当地生存的农作物。从该工厂
收获的新鲜蔬菜实现直供当地超市，丰富了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此外，该援疆
项目还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为当地培养了农业产业工人，提高了村集体
收入，为周边学校开展农业科技科普提供便利，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
丰收”。 新华社记者 徐宏岩 摄

对口援疆助力戈壁兴建智慧农业植物工厂对口援疆助力戈壁兴建智慧农业植物工厂

以书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入选“国家级”：新疆这些乡镇强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