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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精河县木特塔尔沙漠景
区，连绵的沙丘如同金色的浪花推向远
方；在乌兰旦达盖沙漠，2万亩蛋白桑筑
起一道道绿色屏障。近年来，精河县林
业和草原保护服务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防沙治沙生态屏障体
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沙区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托里镇乌兰旦达盖村村民巴·苏
依勒巴特说：“以前戈壁与沙漠相连，
每年春季刮大风，漫天飞沙，沙子打在
脸上隐隐作痛。农民春播的棉花地膜
都被大风掀开，幼苗存活率低，农民的
收入深受影响。现在种植的万亩树林
遏制了沙漠蔓延，环境越来越好，空气
越来越清新，戈壁滩上的农田也越来
越多了。”

精河县沙化土地面积3361平方公
里，约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30%，是北
疆地区防沙治沙重点区域。多年来，
精河县林业和草原保护服务中心坚持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重点防
治与区域防治相结合，以保护生态、保
障民生为两大目标，以林草重点工程
项目为主要抓手，推行以草定畜、节水
灌溉技术，大力发展城市绿地和环城
绿带。目前，全县平原人工林保存面
积22.24万亩。“十三五”期间，全县累
计完成城镇公共绿化 110万平方米，
完成68个村队绿化美化，县域生态环
境质量显著改善。

在大规模科学开展防沙治沙工程
的同时，精河县林业和草原保护服务
中心借助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防沙治沙建设，形成有效的
以国家投入为导向，地方投资为支撑，
社会资金投入为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
多元化投入格局，让灰色沙漠披上了
绿色“新衣”，让荒漠沙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

据统计，仅“十三五”期间，精河县防
沙治沙累计投资约7.9亿元，承办沙漠
文化旅游节5届，累计接纳游客10 万余
人次；引进枸杞新品种5个，累计种植更

新枸杞基地10.92万亩；完成蛋白桑种
植2万亩，打造3A级农业休闲观光旅游
景区1处；现存葡萄种植面积0.39万亩、
苹果0.54万亩，构建起了以茶叶、药品、
保健品加工和生态旅游为主的林业产业
体系，建成林产品加工企业10余家，开
发系列产品20余种，通过企业辐射带动
农户实现增产增收，形成一手抓生态治
理、一手抓产业治理，生态保障产业，产
业反哺生态，齐头并进、持续发展的良好
局面。

八家户农场农三队葡萄种植户李德
海说：“自从种了蛋白桑以后，当地的气
候明显改善，葡萄的品质也大幅度提
高。我这些年种的葡萄销量稳定，疆内
外客户反馈良好。”

如今，在乌兰旦达盖沙漠边缘，2万
多亩的蛋白桑林不仅实现了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还吸纳
了周边农牧民长期就业。桑林每年产出
的桑叶、桑葚等产品经过加工，年产值上
千万元；桑林遮挡了风沙，周边农户的葡
萄等作物也能免受风沙侵扰。10万余

亩枸杞已成为精河县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支撑，枸杞产品畅销国内外。与此同
时，沙漠的自然风光，成为当地一张旅游
新名片。各项沙漠旅游项目越来越受欢
迎，成功带动周边服务业发展。曾经苦
于风沙侵扰的村民，如今“点沙成金”，端
牢了生态碗、吃上了生态饭，探索出了一
条人沙共生的生态治理新路径。

日前，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表
彰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体、先进集体、标
兵及先进个人，精河县林业和草原保护
服务中心荣获“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
称号。

“我们将在防沙治沙过程中不断把
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业，把生态产业
转化为生态效益，结合‘十四五’规划，
大力推动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工程
落实，加大防沙治沙的投入，来实现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精河县林业和草原保护服务中心主任王
军说。

谱写骄人的“绿色篇章”
——记“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精河县林业和草原保护服务中心

□ 记者 赛永杰

本报精河讯 （记者赛永杰 通讯
员马东强） 22日，记者从艾比湖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精河口管护站
了解到，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新建成5座观鸟屋，部分已投入
使用。

据了解，5座生态观鸟屋分别位
于保护区内的鸭子湾、科克巴斯陶、东
大桥、精河口、石头房子，是集自然观
察、科普教育、生态摄影、鸟类监测于
一体的多功能建筑。

州林草局艾比湖湿地保护区管理
局鸟岛管护站副站长努尔古丽·唐加
勒克说：“观鸟屋的建设既能让爱鸟人
士、摄影家近距离拍摄鸟类、又不会惊
扰到鸟类，有利于保护区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鸟类监测研究等活动，
同时，也为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等研
学活动奠定基础 。”

为确保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的
生存环境免受干扰和破坏，艾比湖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禁牧、打
击盗挖盗采、植被恢复等有效措施，保
护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所恢复，胡
杨、梭梭、柽柳等野生植物也日趋繁
茂。目前，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建立
初期的111种增加到267种。

艾比湖保护区新建
5座生态观鸟屋

◀ 22日，博乐市技工学校青年美
发技能培训班开班。

此次培训为期15天，采用“理论+
实操”结合的方式教学，向学员传授造
型、洗剪吹、烫染护等美发相关技术及
知识。

今年截至目前，博乐市技工学校
共开办34项实用技能培训，参加培训
并合格的学员将由博乐市技工学校发
放职业资格等级认定证书。

（记者叶尔登其米格 摄）

本报精河讯 （记者叶尔登其米格
通讯员张健霆）“在‘零工驿站’找工作
真方便。”精河县托里镇沙山子社区居
民石春艳听说社区成立了“零工驿站”，
就想着去看看，没想到服务终端公布的
零工招聘信息很全，很快就选到了适合
自己的工作。

托里镇就业综合服务中心的“零
工驿站”，每天都有群众咨询和求职。
该驿站设施齐全，包括信息发布区、洽

谈对接区、政策咨询区、信息登记区
等，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
灵活就业更有温度。

据了解，“零工驿站”通过居民微
信群、网络招聘会、“零工驿站”小程序
等平台发布企业岗位信息、零工求职
信息，为灵活就业人员及雇主提供务
工人员信息、政策咨询、用工对接、信
用评价等“24小时不打烊”的线上服
务，实现了人力资源市场零工与雇主

线上精准对接。今年5月以来，“零工
驿站”的零工之家微信小程序已注册
1.8万人次，日均访问量100人次，月阅
读量1万人次以上，提供用工信息1万
余条，成功实现就业8000余人。

“我们将加快推进‘零工驿站’建
设，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扩大服务供
给，更好地服务灵活就业人员和劳动
者。”精河县人社局就业办主任李瑞
英说。

精河县：

“零工驿站”助民灵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