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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州时评

发展数字农业关键在人
□王薇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6月5日，
新疆龙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石墨烯
新材料产品推介会在昌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由新疆龙烯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投建的石墨烯电取暖散热
器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将于今年 8 月投
产，可年产石墨烯电取暖散热器 10
万台。

“天猫精灵，打开电暖器，把温度提
到35摄氏度……”在产品推介会实物展
示和技术演示现场，记者看到石墨烯电
取暖散热器插上电以后，只需十几秒，
温度就上升到200摄氏度，演示大屏上
实时显示每一栋建筑、每一个房间、每
一条走廊的温度，技术人员可以远程查
看电取暖散热器的运行情况。

黑龙江龙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门从事石墨烯制备、石墨烯应
用研发、石墨烯产品制造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石墨烯远红

外智能供热项目已在黑龙江、湖北、山
西、内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得到推广。今
年5 月，该公司在昌吉高新区控股成立
新疆龙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在昌吉高新区投资 3000 万
元建设的石墨烯电取暖散热器生产基
地项目，是一个集全自动、机械化、数字
化于一体的现代智能制造工厂，为客户
提供高品质的石墨烯电取暖散热器。今
年4月底，我们来到昌吉考察，从洽谈接
待到政策解读，从考察项目产品、技术
市场到应用场景，我们的行程安排非常
紧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州政府、产高
办（昌吉州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商务局积极推进项目落地。
今年5月12日项目签约后，昌吉高新区
也是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跟
踪服务帮助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厂房建
设所需前期手续等。”新疆龙烯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宏说。

“一期项目建有 4 条石墨烯电取暖

散热器生产线，年产能 10 万台，预计 8
月正式投入生产。按照计划进度，目前
一期5000平方米的两个厂房正在进行
内部装修，预计 7 月设备安装、调试完
成。我们计划2025年上马二期项目，建
有 8 条生产线，届时年产能可达 20 万
台。”邓宏告诉记者，“同时，我们还将把
和企业长期合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倪维斗院士团队引进昌吉，
在昌吉高新区成立全疆首家石墨烯实
验室和院士工作站，主要开发石墨深加
工行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
应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目前，公司正在和几家疆内石墨矿
洽谈合作，这样从石墨矿开采、石墨浮
选、石墨烯粉体制备到石墨烯下游产品
应用，将形成一个全产业链闭环。”

石墨烯是导热、导电性超强的新型
纳米材料，业内称之为“黑金”“新材料
之王”。其厚度仅为0.335纳米，4克石墨
烯可以铺满整个足球场；硬度是已知强

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约为普通钢的200
倍，且具有很好的韧性；导电率是银的
1.6倍；导热率是铜的13倍，广泛用于新
能源光伏电池、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
采暖通风和空调等领域。

邓宏介绍，石墨烯智能远红外取暖
系统是利用石墨烯导电快、发热快、节
能高效的特性，让设备核心发热体 3 秒
速热，在30秒内提升温度至230摄氏度
以上，电热转化率高达 99%，快速高效
提升室内温度，比传统的电暖器节能
30%以上，设备使用寿命达30年。同时，
石墨烯加热后所产生的远红外辐射，具
有杀菌抑菌的功效，减少细菌滋生，实
现了高效发热、绿色取暖。

此外，新疆龙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石墨烯应用技术研发合作关系，未
来石墨烯研发触角还将延伸至生态农业、
纺织医疗、健康保健等多个领域。

一部手机成了掌上“新农具”、一
台电脑成了田地“新管家”、一个智慧
平台成了万亩良田的“田保姆”……
农民几乎不需要经常下农田，就可以
种地，这是不是很酷？

数字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全
新内生动力，昌吉州玛纳斯县深谙其
道，所以早早便以“数”为犁，开垦着
从“跟着感觉走”到“跟着数据走”的
40万亩良田。

让种地这件事“聪明”起来、“智慧”
起来，已是大势所趋和势在必行。发展
数字农业，核心是数据，但关键在人。

记者最近在玛纳斯县采访时发
现，无论是智能水肥一体化、卫星遥
感、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还是打造数字
农业智慧平台，数字化应用最多的是
给农民提供解决方案，通过数字化的
办法识别病虫害和土壤中微量元素
的含量，帮助种植户更好地管理农
田。即便如此，有些农户仍无法完成
生产环节的“最后一公里”。

发展数字农业离不开人才，既需
要高端的专业人才，还需要大量的技
能型农民。如何更好地激活乡村发展
动能？破题的关键是培养更多既懂先
进技术又懂农业生产的高素质农民。

2023年，玛纳斯县打造数字农业
实训基地，大规模开展数字农业技术

推广与应用培训，从文化、技术、经
营、管理等方面满足农民的不同需
要，使更多农民从中获益，尝到甜头，
一批高素质农民涌现出来，一批懂技
术、会经营的“土专家”成长起来。

培育高素质农民，师资力量是关
键。在师资配备上，玛纳斯县采取以疆
内外知名师资为主，理论和实操相结
合，对“土专家、田秀才”实行点对点教
学、手把手指导，储备数字农业发展人
才梯队，塑造数字时代的新农人。

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关注农业科
技人才、管理人才，也要重视“土专家”

“田秀才”等乡土人才。必须培养农民数
字意识和能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增强农民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使
农民积极投身到数字农业的建设中去。

也就是说，既要“筑巢引凤”引进
外来人才，也要“搭台唱戏”培育本土
人才。既要“资本下乡”，推动城市资
本、技术等资源反哺乡村建设，也要

“立足本土”，培养新型农民队伍。
惟变所出，万变不从。从传统农

业向数字农业转变，把数字融入田间
地头，让我们看到数字带来的乡村新
变化，更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数字
农业发展中享受到了数字惠民的红
利，数字技术正“一笔一画”勾勒出农
业农村的未来模样。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王
多兵、魏苏熙报 道 ： 5 月 30 日 ，

“十四五”期间，福州产业援疆项
目——奇台县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项目在奇台县喇嘛湖梁工业
园区奠基开工。

奇台县委副书记、福建援疆福
州分指挥部指挥长钟治民介绍，项
目总投资3103万元，占地面积约26
亩，总建筑面积约5400平方米，规
划建设一栋创新创业孵化大楼，项
目建成后将为落地企业、科研人
员、创业团队和电商达人提供良好

的办公环境和优质的政务服务，以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园区服
务支撑更多企业落地奇台县，从而
带动奇台县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
业发展。

今年以来，福建援疆福州分指
挥部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助力奇台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以“项目
攻坚年”行动为牵引，通过抓项
目、搭平台、引龙头、拓市场等措
施，推动奇台六大主导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为助力奇台早日实现“双
五”奋斗目标贡献“福州力量”。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卢彦
亦报道：6月3日至6日，2024年昌吉州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质量）素质能力提
升培训班在昌吉市举行。昌吉州“两客
一危”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2022年以
来发生生产经营性道路运输事故的企
业主要负责人、全州在建交通项目安全
管理人员共计130余人参加培训。

昌吉州交通运输局邀请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专家、交通运输
厅专家以及安全生产第三方机构专
家进行授课，并将安全警示教育作为
重要内容，通过现场集中观看安全生
产警示教育片、事故企业负责人现场
开展事故复盘的形式，在“亮亮相、出
出汗”的氛围中，让参会人员共同汲
取事故教训，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
升运输企业安全本质水平。

培训分为道路运输安全、公路工
程质量安全两个阶段进行，培训专家
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
例》《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
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等重要内容进行宣贯，并就“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道路交通运输安全专项整治
民生实事”、安全风险辨识与隐患排
查治理等当前正在开展的重要工作
进行讲授。

昌吉州交通运输局以此次培训为
契机，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行业调研，通
过发放调查问卷、座谈交流等方式，全
面了解行业安全管理现状，为强化安
全管理提供参考。培训结束后，参训人
员还进行了培训考核测试。

6月6日，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番茄种植户正驾驶农机为番茄喷洒农药。近年来，该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采取“农户种植+公司回
购”方式，蹚出了一条农民增收、产业兴旺的新路。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年产10万台石墨烯电取暖散热器生产基地项目一期8月投产

昌吉州举办交通运输企业负责人
安全培训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奇台县产业园区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6 月 5 日，在呼图壁县 2024 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暨自治区第 11 个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月“美丽呼河 值此青绿”启动仪式现场，开展了以“旧物新
生”为主题的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用废弃物品制作出了一件件精美的手
工艺品。

□王俊伟摄

在科技浪潮中，农业——这个最古
老的行业之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数
字化转型。近年来，玛纳斯县以创建全
疆首个数字农业示范县为目标，凭借其
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不仅在技术前
沿树立了新标杆，更为全疆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5月24日，在新疆慧尔智联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
组装智慧球阀。在这里，每天可出厂
2000套智慧球阀，运往全疆各地。

“我们去年3月投产，目前已出厂6
万多套智慧球阀，预计今年产品组装量
达10万套。”新疆慧尔智联智能制造有
限公司生产厂长徐业祥介绍，该公司还
将建设3个车间，生产远程智能配电柜、
全自动施肥机等产品，助力玛纳斯县发
展数字农业。

新疆慧尔智联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是玛纳斯县数字农业智能装备产业
园引进的第一家数字农业智能装备
生产企业，该公司不断推陈出新，以
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农机装备从制
造到“智造”。

智慧农业引领未来。2023 年，玛纳
斯县投资 1.49 亿元建成了全疆首家数
字农业智能装备产业园，引进6 家企业
入驻，生产数字农田智能设备，并且培
育13家数字化服务主体，让数字技术赋
能传统农业的各领域各环节。

此外，玛纳斯县从农业科技研发、
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型企业引进等方面

为科技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推动
数字赋能、科技兴农新实践。

有了农业智慧设备，就怕它们“黑
脸”不工作。在玛纳斯县数字农业实训
基地，新疆慧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玛纳
斯县分公司总经理张辉通过“理论+实
操”方式，为玛纳斯县种植户带来一堂
生动的水肥一体化智能施肥技术培训
课，解决了种植户在使用智能设备时遇
到的种种困惑。

看着现场展示的智能化水肥一体
化设备，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二工村村民
仲海露赞叹：“以前浇地手拧阀门开关
费工费时，现在精准滴灌只需点点手
机，省时省力、增产增效。数字农业为棉
花丰收帮了大忙！”

玛纳斯县玛纳斯镇草滩村村民张
军是种粮“老把式”，他对越来越先进的
农业科技充满了向往：“今年我家地里
也要装上智慧球阀，我用手机坐在家里
就能浇地。”

2023年，玛纳斯县建成450平方米
数字农业实训基地，重点指导培训村干
部、种植大户使用数字装备与农业应用技
术，同时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
究中心、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等
科研院所，开展数字农业创新应用试验示
范，加快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应用。

如今，玛纳斯县数字农业大数据平
台和“慧凤收”App 应用平台已谋篇布
局，3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40万亩数
字农业示范基地相继建设，全县安装智

慧电动球阀45800余套、“四情”监测设
备和智能水肥一体化机1636台，农业数
字化的大格局正逐渐显现。

“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实践，
发挥标准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力
争走出一条现代农业产业数字化发展
新路径。”玛纳斯县委常委樊卫强表示，
预计到2025年，全县数字化农业核心装

备研发及应用能力显著增强，农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全产业链数字化应用水
平进一步提高，农业原料生产、产品生
产、产品消费实现数字化，农民生产生
活更加便捷高效。

“数字农具”耕种“智慧田”，让宽阔
平坦的高标准农田里奏响丰收的乐章，
凤城田野正升腾起新的希望……

乘“云”而上 借“数”腾飞
——玛纳斯县打造数字农业新标杆
□本报记者 王薇

凤城沃野“向云端”

5月24日，在新疆慧尔智联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组装智
慧球阀。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