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石峡水库建设现场。 通讯员 王中信 摄

本报若羌7月11日讯（通
讯员 牟徐鸣 王中信） 4日，在若
羌县瓦石峡水库建设现场，大型
机械轰鸣不息，数百名建设者鼓
足干劲，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
设。这个自治区“十四五”重点水
利工程，在成功实现导截流后，
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攻坚阶段。

“自3月27日成功导截流以
来，面对复杂地质条件、高温大
风及洪水侵扰等多重挑战，在
建设单位统筹协调下，各参建
单位合力攻坚，目前水库建设
已全面铺开。”若羌县瓦石峡水
利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富明
说，工程的核心——大坝心墙
基座 51 仓混凝土浇筑任务，已
完成 43 仓。与此同时，固结灌
浆与帷幕灌浆试验全面启动，
为计划 8 月展开的大坝填筑奠
定坚实技术基础。

据了解，若羌县瓦石峡水库
工程是自治区 2022年重点水利
工程，位于瓦石峡河出山口上游
2.5公里处，距若羌县城115公里，

工程主要由沥青混凝土心墙坝、
溢洪道、泄洪冲沙洞、灌溉放水洞
等组成，工程总投资10.37亿元，
水库库容2976万立方米，为Ⅲ等
中型水库，总工期为46个月。

“溢洪道的消力池连接梁
以及渐变段、控制段，总计 4 万
余方的混凝土浇筑任务已完成
过半。泄洪冲沙洞洞挖工程已
基本完成，施工重点转向最后 8
米的‘龙抬头’连接段以及闸
井、洞侧结构施工。灌溉放水
洞上下平洞均已开挖完成，目
前正集中进行闸井施工与反井
钻机作业。”谢富明介绍。

作为瓦石峡河上唯一的控
制性工程，该水库承载着优化
区域水资源配置、保障水安全的
重大使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
提升瓦石峡河的行洪调控能力，
有效降低下游洪水灾害风险，从
根本上缓解流域工业发展的用
水矛盾，为若羌县生态保护、产
业升级、民生改善及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本报和硕7月11日讯 （记者 谢晓
艳 通讯员 刘凌云） 盛夏七月，骄阳似
火。和硕县的果农们迎来吊干杏采收旺
季。一颗颗金黄饱满的吊干杏挂满枝头，
阵阵果香随风飘散。

在塔哈其镇河北新村的吊干杏基地，
果农们穿梭于林间，动作娴熟地将成熟的
吊干杏摘下放入筐中，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种植户蔡金龙说，今年种植了 600
亩吊干杏，自 6月 18日开始采摘，每天采
摘两到三吨，现场加工后发往嘉兴、广州
等地市场。

据了解，吊干杏作为杏中珍品，含糖
量高，果肉厚实，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
美味与养生功效，备受消费者青睐。

新疆尖儿货仓商贸有限公司农产品
收购员刘驰表示，和硕的吊干杏今年产量
可观，口感和糖度俱佳，我们已收购了大
量的吊干杏，准备销往浙江等地。

近年来，和硕县积极调整林果业种植
结构，引进吊干杏等效益高、品质优的果
树品种，并取得显著成效。如今，鲜食葡
萄、新梅、桑葚等特色林果种植规模不断
扩大，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一颗颗小小的吊干杏，不仅承载着
果农们的辛勤付出，更串联起从枝头到
舌尖的甜蜜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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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县塔哈其镇河北新村吊干杏基地，果农正在采摘
吊干杏。 通讯员 刘嘉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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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湖7月11日讯（记
者 周海霞 通讯员 海燕） 连
日来，在博湖县本布图镇蔬菜
交易市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
菜的农用车有序驶入，菜农们
熟练地卸菜、分拣、码堆，收购
商穿梭其间，与农户讨价还
价。现场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吆喝声、交易声此起彼伏，奏响
了乡村振兴的“丰收乐章”。

本布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蔬菜种植
产业。目前，全镇蔬菜种植面
积 7500余亩，辣椒、西红柿、豇

豆等蔬菜进入丰收季。为保障
蔬菜顺畅销售，当地充分发挥
蔬菜交易市场的集散作用，日
均蔬菜交易量达 300-500 吨，
产品远销乌鲁木齐、昌吉、石河
子等地。

“今年蔬菜产量和价格都
不错！我种的豇豆又长又粗，
拉到市场很快就卖完了，一个
季节下来能挣不少！”本布图
镇再格森诺尔村种植户赵玉
博说，“多亏政府采取的‘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从种
到收都有专业指导，销售也

不用愁！”
本布图镇蔬菜交易市场

不仅让菜农的“钱袋子”鼓了
起来，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
就业机会。“在这里打工，每天
有 200 多块的收入，还不耽误
照顾家里。”来自本布图镇新
布 呼 村 的 务 工 人 员 努 尔 夏
提·艾力一边搬运蔬菜一边
高兴地说。

下一步，本布图镇将进一步
延伸蔬菜产业链，推动农产品深
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以产业
兴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博湖博湖：：蔬菜交易市场购销两旺蔬菜交易市场购销两旺

瓦石峡水库主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本报和静7月11日讯（记
者 李伶 通讯员 赵丹阳） 5
日，和静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在
县青年之家开展“十个一”系列
活动之“时光寄梦·青春留痕”
致未来的信活动。

作为和静县团委精心打造
的“十个一”系列活动之一，此
次“致未来的信”延续了“薪火
相传·传帮带”的核心理念。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俯身执
笔，将自己在西部土地上扎根
的印记、对服务的真切感受、
对未来的规划及人生选择的
笃定融入信中，字里行间既有
对过往的总结，又有对前路的
宣言。

“这次活动，让我静下心梳
理了一年的耕耘与收获，对来年
的自己充满期待。”志愿者孙甜

甜表示，这封信像一面镜子，照
见了曾经迷茫的自己，也照亮了
前行的路。

据了解，“十个一”系列活
动还包括跳蚤市场、联欢晚会、
志愿故事分享会、成果展、集体
公益等活动，旨在通过新老志
愿者互动，让经验传递、情感升
温，增强西部计划活动的感染
力与凝聚力。

西部计划志愿者写西部计划志愿者写““时光信时光信””寄语未来寄语未来

本报轮台7月11日讯（记
者 陈彦强 通讯员 马晓宁）
近日，轮台县文化馆精心策划的
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开课，吸引
了众多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

本次培训为期 15 天，特邀
专业文艺工作者组成优质师
资团队，围绕青少年兴趣热
点，精心设置了播音主持、绘

画创作、街舞及民族舞蹈等多
元化课程。

“文化馆的公益培训真是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家长麦
尔哈巴·如则欣慰地说，“孩子
在专业环境里学习，既提升了
才艺，更培养了专注力与创造
力，我们特别放心。”

“打造暑期艺术培训品牌，

是文化馆近年来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质效的关键一环。”轮台县
文化馆馆长如斯太木·如则说，
文化馆坚持聘请专业教师，构
建系统课程体系，以艺术激发
孩子潜能，帮助他们结交志趣
相投的伙伴，收获快乐成长，
让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既充实
又富有意义。

公益艺术班点亮青少年多彩暑假公益艺术班点亮青少年多彩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