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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州逾 30万亩冬小麦“喝
足”越冬水 助力来年稳产增
收

广东省“田长制”打通耕地保护“最后一公里”

 　 中 新 网 乌 鲁 木 齐
( 刘雨珊 申凯龙 吐尔
逊·吾斯曼 )
   进入冬季，新疆巴
州抢抓有利时机，根据
农作物用水需求，合理
制定配水计划，开展逾
30 万亩冬小麦的冬灌工
作，为来年冬小麦稳产
增收打牢基础。
　　连日来，新疆巴州
轮台县群巴克镇阿拉萨
依村的冬小麦种植大户
穆萨江·居麦正忙着引
水灌田，确保自家田地
里的冬小麦“喝足”越
冬水。

   农田冬灌是改良土
壤结构、控制地下害虫、
促农增产增效和补给
地下水的重要措施，关
系到来年冬小麦的收成
情况。趁着天气晴好，
新疆巴州和硕县塔哈其
镇祖鲁门苏勒村的种植
户孙金乾也正忙着查看
自家冬小麦地的冬灌情
况。
　　孙金乾说：“今年
我种了 170 亩地的冬小
麦，冬灌已经全部灌完
了，小麦长势特别好。”
　　为确保来年小麦稳
产丰收，新疆巴州在冬

　   中新社
　　中新社记者 王娇
妮
　　从西伯利亚等地远
道而来的越冬大天鹅，
让山东荣成俚岛镇烟墩
角村的海湾“沸腾”起
来。海草房民宿、渔家
餐厅、咖啡馆、写生基
地、摄影驿站……满眼
都是奔着天鹅而来的观
光客。
  　22日是中国“小雪”
节气，根据当地天气预
报，近日荣成将有降雪。
入冬后的“雪窝子”烟
墩角正期盼一场像样的
雪，为它披上一身浪漫
滤镜。
　　“已经来了 3 天，
就是为了等到天鹅舞雪
的胜景。”北京摄影爱
好者陈路希称，她是专
程来此拍摄大天鹅，洁
白的大天鹅在雪中飞舞
的姿态，能给人带来无
限美感。
　　烟墩角原是胶东沿
海一个安静的小渔村，
因大天鹅的光顾，有了
中国“天鹅村”的美名。
每年11月到来年3月，
上千只大天鹅来此栖
息，带动了当地文旅产
业的发展。赏鹅游、摄

影游、写生游、研学游
等在烟墩角日渐兴起，
单日客流最高时达 2 万
人次。
　　“赵姐渔家乐”已
在烟墩角经营了 7 年，
老板于海洋带着客人进
门时，正赶上热气腾腾
的大黄米饽饽出锅，整
个院子弥漫着诱人的香
气。屋外的海湾里，美
丽的大天鹅正在水面嬉
戏游弋，传来动人的鸣
叫。
　　“商家们也在等着
下雪，雪后的游客特别
多。”于海洋告诉记者，
烟墩角近年出现了不少
新业态，咖啡馆、小吃
街、文创摊等受到年轻
游客的青睐，为此他不
断学习，持续改善餐厅
和民宿的配套设施，精
心制作渔家宴，留住了
许多老主顾。
　　孙迎放经营的“海
草家羽恋”客栈包含
10 多个院子，外表保
留了胶东生态民居海草
房的原始风貌，内部则
风格各异，不仅提供住
宿等服务，还成为烟墩
角的“会客厅”，时常
举办天鹅摄影讲座、音
乐会、图书展、老物件

展、海带节等文化活
动，并成为影视剧的拍
摄地。
　　“大天鹅把游客引
来，我们应该用文化把
客人留住。”孙迎放称，
胶东半岛海洋文化丰富
多彩，希望海内外游客
来烟墩角不仅是看看大
天鹅，还能深入地体验
这里的生活，记住这里
的故事。
   记者从荣成市俚岛
镇政府获悉，为了留住
大天鹅，烟墩角村将保
护大天鹅写进了村规民
约，自觉不燃放鞭炮、
不发出噪音惊扰、不乱

投食物，并成立数十人
的专职管护队伍 24 小
时巡逻，负责海边卫生
清理、公共设施维护、
大天鹅救助等。
　　该村近年来打造烟
墩角生态文化观光区，
规划建设了天鹅观赏核
心片区，对游客进行分
流管控；设立专业的创
作点位，为艺术家创作
营造舒适环境；引导临
海民宿差异化经营，鼓
励开设特色商业、餐饮
项目……探索生态与文
旅融合发展，为乡村经
济增添活力。

11 月 22 日，装载集装箱的卡车行驶在温州港状元
岙集装箱码头内。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港
通过完善港区内基础设
施、提升港口开放能
级、助力临港产业培育
等措施，实现温州港港

口货物吞吐稳步增长。
截至 2023 年 10 月，温
州港已完成货物吞吐量
7236.96 万吨，同比增
长 4.25%。

山东荣成烟墩角：天鹅湾畔等雪来

   中新网 ( 唐贵江 
冯建奎 )
   立冬时节，广东大
部分地区晚稻已收割完
毕，在茂名市高州市镇
江镇新圳村，一眼望去，
千亩沃野只剩下收割机
过后留下的整齐的稻
茬。当上田长的村党支
部书记杨金兰，再次巡
田，喜获丰收的场景。
　　为完善耕地保护基
层治理机制，落实耕
地保护党政同责，2022
年 9 月，广东省自然资
源厅积极推动建立“田
长制”，从全省 21 个
地市各选取1个县(市、
区 ) 开展“田长制”先
行县建设。
   高州市是全省 21 个
“田长制”先行县(市、
区 ) 之一。截至目前，
该市共有镇级田长 56
个，村级田长 442 个，
网格田长 5974 个。
 　据了解，高州市依
托自然资源大数据平
台，创新打造“智慧管
田”模式。耕地保护“田
长制”数据库目前已全
部上线，各级田长均可
利用巡田 APP 开展日常

巡田工作。
　　高州市自然资源局
耕地保护股股长钟声
说，巡田 APP 可以为巡
田人员提供外业定位、
实时查询、数据采集、
路线导航等信息服务，
实现田长巡查情况全记
录、全监管。巡田人员
发现违法用地后能迅速
上报，镇街能快速作出
反应，实现耕地保护早
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通过这一信息化平台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让耕
地保护工作更加规范、
精准。
　　镇江镇新圳村今
年 55 岁的女党支部书
记杨金兰就是高州全市
442 个村级田长之一。
虽年近退休，杨金兰巡
田的认真劲儿一点也不
输年轻的村干部，在高
州市自然资源局的统一
培训下，她很快学会了
通过智能手机操作巡田
APP。骑着摩托拿着手
机，打开软件一路巡、
一路记、随手拍、随时
拍，就成了杨金兰的巡
田日常。
　　“我是村级田长，

11 月 21 日，大天鹅在山东荣成烟墩角栖息。　李
信君 摄

2023 年，新疆巴州冬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亩，
预计到11月底，冬小麦将全部“喝”上越冬水。(吐
尔逊·吾斯曼 摄 )

每个月要把全村 2000
多亩田巡一遍，下面还
有七八个由村小组长兼
任的网格田长，他们每
周要把自己责任网格里
的田巡一遍。”杨金兰
说，这些年来村民保护
耕地的意识提升了，占
用耕地建房的现象几乎
没有了，一发现有动工
的苗头，巡田时立马就
被制止了。
　　高州市还与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合
作，实现耕地保护全方
位可视化、智能化监管。
目前该市已安装 13 个
监测站点，监测耕地面
积 20000 多亩，为耕地
保护安装上了“千里
眼”。

　　据统计，广东各“田
长制”先行县(市、区)
共划分耕地保护责任网
格 219840 个，覆盖耕
地 478 万亩，约占全省
耕地 16%。设立各级田
长 33799 名，其中县级
田长 54 名、镇级田长
792 名、村级田长 6834
名以及以村小组组长为
主体的网格田长 26130
名。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全覆盖、无
缝隙的耕地保护机制。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
动“田长制”实施，制
定考核激励等配套政策
措施，推动“田长制”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落地
实施。

巡田中的杨金兰。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供图

播时突出一个“早”字，
广泛应用了 GPS 导航、
种肥分离、精量播种等
新技术，有效促进了冬
小麦的出苗、分蘖和蘖
芽生长发育。冬灌以来，
水利部门提早行动，结
合降雨量、土壤墒情、
作物需水量及水源分布
情况及时制定了灌水时
间和轮次供水计划，同
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民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确保小麦安全越冬，为
来年粮食丰产丰收打好
基础。
   新疆巴州轮台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

滋林介绍，巴州通过选
用良种适期播种，可以
提高小麦播种的质量，
目前小麦苗良好，长势
喜人，接下来，我们将
安排技术人员下乡服
务，做好技术指导。
　　据了解，近年来，
随着国家继续加大强农
惠农政策支持，新疆巴
州农民种植冬小麦的
积极性逐年高涨。2023
年，巴州冬小麦种植面
积超过 30 万亩，预计到
11 月底，冬小麦将全部
“喝”上越冬水，为明
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浙江温州：港口货运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