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不敢想”变成现实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
三面被沙漠包围，降水量小、
蒸发量大，沙土保水保肥性能
差。

3 月 18 日，顶着风沙，
在手机导航的“盲区”里驱车
行驶两个多小时，记者在沙漠
腹地找到李元光管护的沙漠麦
田，返青的麦田像一块块绿色
的地毯，格外显眼。

“眼前这一片，我们种了
3000亩的冬小麦。去年9月
28日首次播种，10月、11月
又种了好几茬，从现在情况
看，大部分长势不错。如果能
顺利扛过3月到5月的风沙和
6月的干热风，这批麦子就算
成功了。”李元光说。

李元光是来自山东援疆企
业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沙漠麦田技术负责人。
曾经，他与许多人一样，觉得
在沙漠里种麦子是“天方夜
谭”。如今，以农业为代表的
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正在
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阵地，
老李也全身心投入到耕耘沙漠
的事业中。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
视、放弃传统产业。种地看似
传统，实际上有不同的种
法。”去沙漠里种地，新疆五
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付全是拍板人。在他看
来，想让农业变个样，还是得
讲科学。

缺水少肥怎么办？“我们
通过打井加滴灌的方式解决缺
水的问题，又找专家研究养地
方案，发现用羊粪发酵之后施
肥，能起到不错的效果。”王
付全介绍。2022年五征响应
当地政府号召，不远万里来到
新疆，试种了1200亩小麦。
山东援疆指挥部为其对接了山
东农科院的专家开展技术指
导，小麦的平均亩产达到500
多公斤，单产突破800公斤。
如今，他们在麦盖提总共流转
了5万亩地用于棉花、小麦等
的种植。

山东农业技术人才优势突
出，山东援疆强化农技人才交
流合作，依托山东农科院、山
东农大、青岛农大等科研院
校，在喀什地区创建了山东农
科院（疏勒）蔬菜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10多个“小组团”援
疆平台，组织农科专家、农技
人员到喀什地区开展技术培
训、咨询和指导服务，开展各
类培训100余期，培训当地农
技人员1800余名、服务农民
10万余人次。

“老”基础上培育新产业

在喀什地区，山东援
疆企业百誉农业董事长李
志红小有名气。她在南疆
草都不长的戈壁滩上，种
出了红玫瑰。

在南疆，最不缺的就
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虽
然面积广阔，但由于盐
碱 、 干 旱 ， 难 以 利 用 。
2021年，刚刚来到英吉沙
县援疆的李志红看到荒凉
的戈壁，心里也没底。

三年时间过去，李志
红不仅种出了“高原红”
红玫瑰，还将鲜切花卖到
吉尔吉斯斯坦，促成新疆
地产鲜切花首次出口。

“鲜花经济”越开越
旺，背后的“戈壁大棚”
功不可没。“我们的日光大
棚灵感来源于建筑领域的
被动式建筑。别人的大棚
是泥土堆砌成的墙垛子，
我们的大棚这面墙用的不
是泥土，而是就地取材，
用的戈壁石。这种材料成
本低、储能快，加上墙体
里还有空气隔热层，能保
温抗风、降低能耗。更关
键的是墙体上的这层保温
膜，是整个大棚调节温度
的关键，这是我们自主研
发的产品。”李志红介绍。

同时，大棚引入沙培
种植技术和高效肥水回收
循环利用技术，实现水资
源节约利用，日耗水量远
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相较新兴产业，农业
等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是短
板，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
尤为迫切。如何催生更多
新质生产力，发展当地特
色优势产业？招引是关键
一招。山东援疆先后引进
山东水发、郭牌西瓜、龙
腾牧业、鲁疆情等一批农
业 企 业 落 地 喀 什 地 区 ，
2023年又招引农业企业21
家，投资总额 16.7 亿元。
推进4个农业特色小镇建
设，实施产业项目30个，
助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

如今，李志红打造的
233座被动式“戈壁大棚”已
站稳戈壁滩，红玫瑰、郁金
香、生姜等作物旺盛生长。

“在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
我们去年在吉尔吉斯斯坦
建设规划面积为7000平方
米的海外仓库，专门用于蔬
菜、鲜花、水果出口。现在公
司正在努力拓展中亚市
场。”李志红说。

产业链上“新”不设限

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也随之多
样。

无花果是岳普湖县的特产
之一，2023年，岳普湖全县
无花果标准化种植基地达到
11.98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近50%。然而，随着无花果
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
加，储存加工滞后的短板日益
凸显。

2022年 10月，山东援疆
企业新疆启丰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落户岳普湖县。“我们主要
生产无花果脆片等果蔬类脆片
产品。脆片不同于现在市面上
常见的冻干，采用的是我们和
江苏大学共同研发的正负压差
真空干燥技术，生产出的产品
入口脆、口感佳。”藏西刚是
启丰食品负责生产的副经理，
在他看来，加工环节的突破，
不仅解决了鲜无花果不好储存
不好运输的问题，也给消费者
提供了更多选择。

当前，科技革新和模式创
新使得产业发展愈加呈现出一
二三产融合的特征。在疏勒
县，山东水发集团打造的“南
疆菜篮子”正在丰富当地百姓
的餐桌。

过去，喀什地区受种植技
术所限，蔬菜自给率比较低。
2018年，山东援疆企业水发
集团落子喀什地区，智能温室
大棚、育苗中心、日光温室大
棚、水发农校拔地而起。2023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
178家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单位，新
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
产业园正是其中之一。

产业园的西区是种植区，
799个日光温室承包给了附近
的村民。“这些大棚由我们水
发提供种苗、技术、收购、销
售，农户负责种植和采摘，一
个棚一年能让农户挣3万元左
右。”园区负责人刘志军介
绍。一条马路之隔的园区东区
正在建设中。这片园区致力于
农产品的加工、贸易、服务，
向二产和三产发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在
科技创新、产业重塑、人才支
撑和绿色转型等方面系统着
力。山东援疆正充分发挥山东
农业大省优势，结合喀什地区
农业禀赋和需求，聚焦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消费帮扶、技
术引进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
农业援疆工作，助力推动喀什
地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乡村
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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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了新一批及通
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名单，中国数字文化集团等
219家企业被命名为新一批示
范基地，保利文化集团等165
家现有示范基地通过复核，示
范基地总数达到384家。此次
我省共有12家企业入选该名
单，其中，济南融创铭晟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新命
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蓬莱八仙过海旅游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通过复核，保留命名。

据了解，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建设工作自2004年开

展以来，培育了大批文化产业
龙头骨干企业，在壮大文化市
场主体规模、推动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
带动作用。2023年，文化和
旅游部启动新一批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评选与现有示范基
地全面复核工作。此次新命名
和通过复核的示范基地文化特
色鲜明，质量效益显著，创新
发展水平和示范带动作用突
出。据了解，截至 2023 年
末，384家示范基地资产总规
模达 5.5 万亿，从业人员约
50.7万人，2023年营业总收
入超1.3万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山
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目
录（2024年版）》（以下简称《目
录》），明确全省2024年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项目范围。《目录》
立足各市乡村振兴建设、特色
产业发展对技能需求情况，确
定136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
目，覆盖特色美食制作、传统手
工技艺、农业生产等领域。

与2023年相比，《目录》

新增31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
项目，包括商河马蹄烧饼制作
等17个食品制作类项目，潍
坊风筝制作等5个手工制作类
项目，石榴树栽培等7个种植
类项目，鼓子秧歌表演等2个
其他类项目。下一步，各市将
对照《目录》，动态调整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项目范围，组织
开展考核机构征集遴选，进一
步提高考核服务的覆盖面、应
用度、特色性。

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传统产业
山东援疆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发生了跨越式变化

山东12家企业
获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我省公布136个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山东潍坊：

电动作业车助力大棚春季生产
当下正值春季农忙时节，在山东省潍坊市的众多高标准

大棚里，农户利用电动作业车开展春季生产作业。近年来，潍
坊市大力开展高标准大棚建设，在大棚里配置可控制移动和
升降的电动作业车及配套设施，有效降低农户的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

图为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前阙庄村，村民利用电动作
业车在大棚里进行春季管护作业。

沙漠里可以种麦子吗？麦盖提县的沙漠麦田里，麦子已经返青，正在接受春天风沙的考验；
戈壁滩上可以养花吗？英吉沙县的戈壁大棚里，娇艳欲滴的“高原红”玫瑰已经畅销中亚市场；
……
农业是山东援疆的优势产业之一。在山东对口支援的喀什地区，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在新质

生产力的催动下发生了跨越式变化。很多以前不敢想、做不到的场景与技术，已经在沙漠戈壁中蓬
勃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