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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农民甚至已经具备了独立种植的能力，“造血”功能得

到充分体现。

巴旦木变身“致富果”

离阿热勒乡浦莎大棚基地不远处，正是占地 1.4 万平方米

的巴旦木产业园。

在我国，巴旦木种植历史已有上千年。在漫长的岁月长河

中，颗颗果实从古波斯国翻山越岭来到新疆，莎车县成为全国

最大的巴旦木种植基地，全县种植面积超过 90 万亩，种植户超

过 12 万户，更被誉为“巴旦木之乡”。

第十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第一次来到莎车时正值巴旦木花

盛开的季节，第十批上海援疆干部李少起清楚地记得，站在田

边一眼望去全是粉色白色的花朵，“万亩巴旦木花海，非常漂亮，

相当震撼”。

李少起回忆道，后来通过深入调研，他们发现，这里巴旦

木的种植虽然独具特色，但产业链尚未成熟，亟待提升和完善。

“精准帮扶，产业为先。产业兴旺，才能真正助力莎车打

造长期良性发展的自造血、自循环系统。”陈剑表示，上海援

疆项目在莎车县遍地开花，不断拓宽当地产业发展之路。在“产

振兴整乡推进示范镇——阿热勒乡投资建设了新型移动型智能

温室 200 座，另外又在塔尕尔其乡、阿热勒乡流转了 300 多座

日光温室。

在陈剑的奔走协调下，从基地选址算起，短时间内便基本

完成了从改良土壤、起垄铺坡，到搭建温室大棚、铺设灌溉管

道等建设。

“目前，盐碱地草莓存活率达到 90% 以上。”张艇表示，

又大又红的草莓陆续成熟上市，实现了草莓规模化生产，填补

了本地冬季草莓销售市场空白，受到了当地及周边县市各族群

众的青睐。

此外，上海市民熟悉的南汇 8424 西瓜、南汇蜜桃等优质品

种都已引入莎车种植，结合当地突出的光热资源，出产出更胜于

浦东的农产品。自 2018 年下半年起，大棚产出的西红柿、茄子

等农产品运到上海后，还弥补了上海夏季本地茄果类产品的空白。

从一个贫困乡起步，发展到 800 个自营大棚，如今在莎车

县老百姓心目中，“上海大棚”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种植着

许多优质瓜果蔬菜，不仅以“一棚一专员”的形式提供稳定就

业岗位 800 个，“大棚工厂”种植的全部农产品由浦莎公司负

责销售，帮助大家增收致富。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莎车农民改变了传统的种植观念，种

植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基本掌握了温室大棚蔬菜种植技术，还

上海浦东食品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