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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龙报道：“配料只
有番茄和水，比脸还干净”“挖一勺可以
直接泡水喝”……产自昌吉的番茄丁和
去皮番茄罐头，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
光。淘宝数据显示，近期淘工厂的“新疆
一整颗番茄罐头”的搜索量相比今年 2
月增长了1389%，番茄罐头日销售量最
多达到2000单。

“上新一个月好评率100%，讲究养
生的年轻人爱上了淘工厂新疆昌吉‘一
整颗番茄’罐头。”9月6日，淘工厂业务
发言人巧爱对记者说。

昌吉地处北纬 42 度，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种植的番茄中番茄素含量
较高。作为全疆番茄主产区，迎来番茄
丰收季。在天山脚下，大地被晕染成红
色。番茄采收机和拉运车在田间齐头并
进，忙碌不停。

在昌吉市阿什里乡阿什里村，采收
机和拉运车正在番茄地里忙活，红彤彤
的番茄即将被运往加工企业。种植户徐
斌家的 2000 多亩番茄正在采收高峰
期，因加工企业提前预订，他家不同品
种的早、中、晚成熟番茄都安排好了采

收时间。加工企业提供种子，从田间管
理到采收，都由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全程机械化。

与种植户徐斌家签订番茄种植订
单的是昌吉额一家番茄加工企业。这
家企业实行“种植+生产+销售”的一
体化模式，这一模式的推行不仅确保
了工厂加工原料的充足供应，也保障
了种植户的收益。该企业按照订单有
序收购番茄，4 条生产线 24 小时开足
马力生产，日加工新鲜番茄 6000 多
吨，生产番茄酱产品 5 万吨。该企业今

年 首 次 加 入 淘 工 厂 尝 试“ 一 整 颗 番
茄”、番茄丁罐头这类时令产品的供
给，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8 月销售
量激增。

据淘工厂生鲜食品行业负责人恒
力介绍，淘工厂番茄酱、番茄罐头消费
呈现出健康化、便捷化、高端化发展趋
势。消费人群中不仅有老年人，还有不
少都市白领、健身人士，18岁至35岁的
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占比高达75%。这一
消费趋势变化，无疑为新疆番茄产业带
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初秋时
节，风吹稻浪，遍地金黄，玛纳斯县广东
地乡袁家庄村富硒水稻长势喜人，滚滚
稻浪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

9月11日，位于袁家庄村的三明援
疆特色产业项目——玛纳斯县富硒水稻
绿色高效种植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富硒
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将稻秆压
弯了腰，散发着阵阵稻香。

今年，富硒水稻种植基地主要种植
了“中亚102”“良香5号”“明1优臻占”

“兴粳6号”“兴粳21号”等优质品种，通
过采取适时播种、秸秆全量还田、科学
施肥，以及综合防治病虫害等措施，预
计又将迎来一个好收成。

2023 年，种了 30 多年水稻的袁家
庄村村民冯战田和十几户村民一起成
立新疆明玛富硒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种植富硒水稻种植基地的250亩稻
田，由“单个打拼”转变为“抱团发展”，
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良好发展机制。

“水稻品种好，长得整齐，比去年的
长势还要好。大概还有 15 天就能收割
了，后期富硒大米产品包装宣传也不用
发愁。”谈起今年水稻的品质和产量，冯
战田信心满满。

田野中，不仅有农户忙碌的身影，
援疆干部、玛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
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丛艳静正在察
看水稻长势情况，给稻田“把脉开方”。

“水稻收获前 10 天要排水晾田，防
止机械下田收割时田间过湿碾压形成

烂泥田……”丛艳静拨开一片稻谷，对
冯战田说，看今年水稻长势，预计亩产
比去年增产 5%至 10%，干谷产量达到
700公斤。

三明市作为水稻制种大市，在发展
水稻产业方面有着丰富的人才、技术、
资源优势。2023 年，福建援疆三明分指
挥部按照现代水稻产业“高产优质、绿
色高效”的发展理念，通过采取提升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五新”技术实施指
导、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等举措，积极
助力广东地乡打造富硒水稻种植基地。

“我们将以袁家庄水稻种植历史延
续为主线，打造水稻展馆，以‘展馆共
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的
跨村联建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理念，促进
村民和村集体增收。”丛艳静告诉记者，

“我们还计划通过政策资金，帮助袁家
庄村建设绿色稻米加工厂，完善水稻加
工生产链条。

袁家庄村毗邻玛纳斯国家湿地公
园，种植水稻有200多年的历史，有“鱼
米之乡”的美誉。该村土层深厚，土壤肥
沃，阳光充足，水资源丰富，土壤富含硒
元素，产出的“玛场湖”大米晶莹剔透、
稻香馥郁、口感香甜，在全疆久负盛名。

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农业畜牧业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小虎说：“我乡坚持
以节水高效为目标，通过示范推广优
质水稻品种和栽种模式，助力水稻产
业走上‘小而优，优而特’的产业发展
之路，直接带动 100 户农民增收致富，

每年有 80 吨大米从袁家庄村走向周
边百姓餐桌。”

近年来，广东地乡通过严格落实
惠农政策、稳步提升耕地质量以及推
广水稻种植“五良”（良田、良种、良法、
良机、良制）融合等举措，稳定水稻种
植面积。同时，通过加大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提升机械化耕作和收割水平，加
强水稻绿色防控管护，推进化肥和农

药减量增效，促进水稻种植稳产提质、
绿色发展。

据悉，富硒水稻种植基地的水稻将
于9月底进入全面收割期，预计产量175
吨。连日来，为全面保障水稻成熟期收割
工作，广东地乡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提前做好人力、农机具等方面的准
备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
强指导，确保稻谷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9 月
11日，在昌吉雀仁升压汇集站220千
伏送出工程建设场地，一架大型旋挖
机在挖掘铁塔基础，这标志着由国网
昌吉供电公司承建，位于奇台县、木
垒县境内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基地
项目7条新能源送电工程全面开工。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基地项目，已列
入国家第二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
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
清单，并于2023年10月列入自治区市
场化并网新能源项目清单，建设规模
500万千瓦，其中光伏340万千瓦、风
电160万千瓦，并配套建设12.5万千瓦
储能设施，计划今年年底建成实现并网
发电，将全部依托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外送直供中
部东部地区负荷中心进行消纳。为满足
新能源电力输出需求，国网昌吉供电公
司加快推进配套电网送出工程建设，投
资39943万元，新建7条220千伏输电
线路，线路总长217.1千米。

“我们昌吉雀仁升压汇集站 220
千伏送出线路为28.5千米，其中单回
路24.1千米、双回路4.4千米，是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可以将汇
集木垒县雀仁乡光伏产业园区的风电

可靠送出。”昌吉雀仁升压汇集站220
千伏送出工程项目经理李元林说。

昌吉雀仁升压汇集站220千伏送
出工程施工项目经理王光伟介绍，由于
沙漠地区风沙较大，沙尘暴天气频繁，
腐蚀性较强，工程采用节能导线、节能
金具和高强度钢铁塔，可有效降低电能
损耗，提高传输效率，延长使用寿命。

“我们采用的都是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且领先的产品，比如说节能导线和金
具，在电力输送相同容量的情况下，能
减少3%的电能消耗；塔材采用的是高
强度钢，相比传统钢材减少了5%的钢
材用量，总计为80座铁塔节省50吨钢
材……这些产品都可以大大提升电网
设备的耐用性和安全性。”

新疆沙漠、戈壁、荒漠风能、太阳
能资源丰富，可开发空间大。建设“沙
戈荒”新能源项目对于新疆加快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探
索电源、电网、负荷、储能高度融合一
体化发展路径具有先行示范和推动作
用。近年来，国家下达新疆的第一批
540万千瓦“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项目已全部实现并网，其中部分项
目通过铺设草方格等方式实现了防风
固沙。新疆第二批“沙戈荒”项目1460
万千瓦风电光伏基地正在建设中。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9月6日，
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两委”组织村
民栽种160亩艾草，为建设新疆艾草小
镇不断扩大艾草种植面积，稳固原料供
应基础。

“大家注意一下，行距保持在40 厘
米，株距保持在 30 厘米，平均 1 亩栽种
8000株。”在艾草种植基地，昌吉市六工
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丰建军一边栽
苗，一边指导村民。

一直以来，十三户村以发展鲜食玉

米、果蔬、特色养殖和三产服务业为主。
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22 年，村

“两委”瞄上了在医药、保健、日化等领域
风头正劲的艾草产业，并从河南省南阳
市引进“宛艾”，在村集体土地上种植了
100亩艾草，然后逐年移栽艾草宿根，将
艾草种植基地发展到如今的500亩，把
艾草培育成村子的“致富草”。

在距离艾草种植基地约5公里处，昌
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艾草加工产业园正
在加紧建设中。“经过3年的积累，村里储

备了大量的干艾草，前期准备工作基本
就绪，加工车间一建成，便可加工艾草产
品。”丰建军说，村子依托390万元福建援
疆资金，建成1300平方米的艾草打绒车
间，预计10月中旬建设完工。

“加工车间建成后，村民可以参与到
艾草的采割、收购、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
之中，实现就业增收。”十三户村村民马文
学说，他从没想过一棵小草也能种出名
堂，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村里购
买艾草产品，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模样。

“我们致力于打造新疆艾草小镇，
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将逐步
建成集艾草种植、加工、销售和艾灸保
健、电商、研学、旅游为一体的艾草全产
业链，带动全村人参与艾草产业发展，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让改革发
展红利惠及每位村民，努力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丰建军说，去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达到2.47万元。

近年来，十三户村整合资源，先后
建起了艾文化体验馆、葫芦工艺园、智
慧采摘园、非遗木刻版画室、特色民宿、
乡村农家乐等，发展农文旅教结合、一
二三产业融合的乡村旅游业，曾上榜第
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先后荣获

“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奖、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等荣誉。

本报讯 记者李柏林报道：9 月
20日，昌吉州统计局在阜康市文体中
心体育馆举办全州统计系统“‘统’心
向党 数绘庭州”职工运动会。

来自全州各县市、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统计局以及国家统计局昌
吉 调 查 队 的 近 200 名 干 部 职 工 参
赛。运动会设置第八套广播体操、拔
河、投篮比赛、一圈到底、摸石过河、
趣味投壶、跳大绳 7 个集体项目，以
及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踢毽子 4
个个人项目。

据了解，这是昌吉州统计系统连续
第二年举办职工运动会，运动会还邀请

奇台县西地镇沙山子村的代表参赛。
昌吉州统计局干部海哲颖说：“这

次职工运动会为全州统计干部搭建了
一个团结协作、加深友谊的平台。我们
要把赛场上展现出的良好风貌与团结
协作精神带到日常工作中去。”

昌吉州统计局党组书记杨学军
表示，职工运动会的举办，展现了新
时期统计系统干部队伍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凝聚力。州统
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将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敢于创新，用真实、准确的数
据为昌吉州全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贡献统计力量。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基地送电工程全面开工

全州统计系统职工运动会在阜康举办

9月4日，在位于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石门泉村的聚农源果园，游客正在
采摘海棠果。

据了解，奇台县聚农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聚农源果园占地225亩，种植
了4个品种共7400株海棠树、苹果树，每年纯收入8万元。

□本报记者 王薇摄

庭州大地庆丰收

风吹稻浪谷飘香

广东地乡250亩水稻丰收在望

9月11日，援疆干部、玛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丛艳静
（右一）指导广东地乡袁家庄村村民开展科学田管。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昌吉市十三户村

打造艾草全产业链 叫响艾草小镇

年轻人爱上的“一整颗番茄”罐头来自昌吉

9月9日，游客参观
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
村小麦博物馆。

奇台县半截沟镇腰
站子村小麦博物馆占地
2600 平 方 米 ，共 有 两
层，展厅内分设麦史溯
源、麦脉相传、麦今驿
史、麦香趣域、麦品绿源
五个部分，介绍了小麦
的传入、种植、演变与发
展以及与小麦相关的历
史文化。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
敏报道：近日，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通过“全
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在对园区内33
个施工工地实施常态化安全督查时
发现，某工地施工人员高处作业踏出
防护边界、无任何防护措施。无人机
利用AI识别技术，实时拍照取证并向
指挥中心告警。昌吉高新区建设管理
局根据证据依法处置，对涉事施工人
员及施工项目的安全员进行处罚，罚
款1万元。

这是昌吉高新区无人机巡检的
日常一幕。2023 年，昌吉高新区基于
天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云圣智能）人工智能和数字孪
生平台，融合高精度北斗定位、物联
网以及 5G 等新一代先进信息技术，
打造了全疆首个无人机智能巡护智
慧园区。在高新区200平方公里范围
内，10 处云圣智能的“全自主无人机
巡检系统”按照程序设定，每天至少
两次飞出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检。

“我们用三维建模方式绘制了园
区高精度三维地图，建立了数字化底
座，每个季度更新一次数据。在这个
底座上，无人机作为空中网格员，实
现全天候立体式全覆盖巡查管理。”
云圣智能联合创始人朱胜利介绍，“7
月，我们一共飞了743个架次。”

昌吉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吴
新跃告诉记者：“以往如果我们执法

人员穿着工装到现场，工地人员就锁
上大门，声称并未施工，我们还不好
取证。现在无人机从空中对露天施工
场景进行巡检，施工单位来不及掩
盖。空中监管快捷、直观，在发现、识
别、预警、查处以及证据留存方面更
精准、更高效。”

2024年昌吉高新区新开工和续建
项目81个，昌吉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利
用无人机巡检系统，对辖区内所有在建
项目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监管。“一
个建筑物从打地基开始，到基础设施建
设，到主体竣工，再到屋面防水、装修，
各阶段面临的风险点都不一样。如在主
体结构安装时，钢结构较多，需要用吊
装车辆吊装，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的风
险较大，在这段时间内，无人机就会重
点巡查此类违规作业。”吴新跃说。

今年8月初，昌吉高新区低空指挥
中心通过无人机巡检发现了一起垃圾
焚烧引起的火灾，第一时间联动消防
部门，出动了5辆消防车将火扑灭。

“园区针对传统管理体系存在的
响应慢、效率低、决策难、数据散等痛
点，围绕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市政、住
建等应用场景开展低空综合治理，通
过网格化科学部署空中智能无人机，
实现全园区5分钟低空综合治理服务
响应体系。同时建成园区安全应急指
挥中心，实现一屏统观园区实景，一厅
统调园区资源。”昌吉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袁勇介绍。

昌吉高新区

无人机巡检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