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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以农业为主的园区如何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给出
了答案。

作为新疆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昌
吉农高区承载着新疆乃至全国棉花全
产业链科技创新、绿洲农业高质量发展
先行示范的重要使命。昌吉农高区坚持
以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引领，向“农”
深耕，逐“新”求质，以“链”促融，努力把
园区建设成为棉花科技创新高地、全国
绿洲农业科技引领区、农业农村创新创
业示范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样板区和
农业开放发展试验区，为打造丝路智慧
农业新标杆奠定坚实基础。

“植物工厂”的科技密码

走进位于新疆农业博览园的未来
农业科技馆，如同置身于一个大型室内
植物园。该馆于2022年建成，由垂直农
业展示区、叶菜工厂示范区和果菜工厂
示范区组成，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在
层层叠叠的管道上，一株株菜苗挺直了

“身子”。细细观察，菜苗的根部没有一
粒泥土。

未来农业科技馆常驻科研专家，新
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博士、副教授许建
介绍，和传统种植方法不同，这里用矿物
质或营养液代替土壤，用智能灯光代替
阳光，使农作物不受气候影响，让植物生
长周期从原来的70多天缩短到25天。

“场馆主要生产叶菜、瓜果等，每年
可收获10茬以上蔬菜，生产效率是常规
大田种植的50倍以上，主要直供乌鲁木
齐等周边地区的一些酒店和餐厅，年销
售收入1000余万元。”未来农业科技馆
负责人闫冀介绍，通过连接5G网络，场
馆内作物从播种到采收全部实现智能
化、自动化，产量是传统栽培方式的 10

多倍，人工成本降低了60%。
近年来，昌吉农高区牢牢抓住科技

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快培育和形成新
质生产力。2023 年，昌吉农高区与中国
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等41家
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组建了16支科技
创新团队，专注于棉花、畜牧、林果、节
水、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研发。这些团队
确立了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取得了40
余项国内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

打造新质生产力科技“主引擎”

9 月 30 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等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在
昌吉农高区老龙河基地，对“中棉 113”
品种棉花进行现场测产，百亩攻关田籽
棉亩均产量达到 750.3 公斤，千亩示范
片籽棉亩均产量达到 637.7 公斤，再创
昌吉州百亩棉花示范、千亩棉花示范亩
产历年新高。

今年，昌吉农高区启动智慧棉田高
产“百千万”示范工程，计划通过3年项
目实施，到2026年，百亩棉花示范达到
亩产 800 公斤、千亩示范达到亩产 700
公斤、万亩示范达到亩产600公斤。老龙
河基地种植的“中棉 113”品种棉花，在
耕、种、管、收等环节全部实现了集约
化、规模化和100%机械化，通过绿色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集成应用，推动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良制“五良”多元融合，实现棉
花大面积单产提升和节本增效，着力为
全疆棉花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在新疆旭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原本硬邦邦的棉花秸秆，经
过一系列特殊处理后变得蓬松。这些处
理后的秸秆可直接作为饲料用于牛羊
养殖。

该公司董事长陈钧告诉记者，新疆
虽然拥有丰富的棉花秸秆资源，但是利
用率不高，特别是在饲料化利用方面存
在技术难题。普通的棉花秸秆由于木质
素含量高等原因，不适合直接用作牛羊
饲料。“我们通过瞬间爆破释放压力技
术，实现了原料的物理破壁，分离出了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大大提高
了饲草的适口性、消化率和安全性。”陈
钧说，这项技术不仅解决了棉花产业链
中棉花秸秆难以有效利用的难题，还为
高端提取行业，特别是中药提取行业提
供了新的提取方法。

今年，昌吉农高区聚焦“科技”和
“产业”，从“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
头肉尾”破题，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发
展，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实
施棉源饲料高效加工利用、玉米密植精
准调控、戈壁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等66个
重点科技项目，力争取得一批领先科技
成果。

上半年，昌吉农高区新一批项目签
约。昌吉农高区加大传统优势产业的增
资扩产、提质强产，不断开辟生物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新赛道，新兴产
业“换挡提速”，向融合化、集群化迈进。
一个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多业支撑的新
质生产力格局正在这里加速形成。

描绘科技园区新图景

走进新疆金科元沙棘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元）沙棘加工车间，
工人们正在全自动化生产线上紧张有序
作业。黄澄澄的沙棘果通过清洗、磨浆、
均质、灭菌、灌装、包装等工序，变成一桶
桶沙棘原汁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金科元是一家专业生产沙棘系列
产品的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7 月，位于
昌吉农高区榆泉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区的小微企业创业园内。“厂房里是我
们的一些设备，沙棘鲜果种植收购后到
这里加工、储藏、生产。现有专业的沙棘
生产线包括沙棘籽油、果油生产线、沙
棘原浆类生产线及油脂精炼处理线。”
金科元负责人丁金学介绍。公司还采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
先进技术，实现沙棘生产过程的全流程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管理，从而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
2024 年金科元年加工沙棘果约 50 吨，
可实现产值约400万元。

走进小微企业创业园，一幢幢整齐
的标准化厂房内各类生产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小微企业创业园总投资 1.8 亿
元，占地面积约130亩。“创业园内建有
标准化厂房 9 栋和相关配套设施 6 栋，
比如员工宿舍楼、职工之家、综合办公
楼等，让企业实现‘拎包入住’。”小微企
业创业园负责人余金春说。

昌吉农高区正探索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棉
花纺织服装、有机果蔬加工、优质粮油
加工、畜禽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
备制造、生物制造和种子七大产业。以
粮棉产业链创新、畜牧高效养殖、优质
新品种选育等领域为重点，构建以产业
为导向的科研组织新模式，实现“一个
重点农业产业一名战略科学家领衔+创
新团队”科技攻关模式。“双 30A”早熟
机采棉品种选育、棉花病虫害全程绿色
防控、棉花加工副产物产品开发、绿色
农业生产技术、黄羽肉鸡产业提质增效
技术、生猪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棉花
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模式推广、小麦产业
链技术集成示范等一批重点科技项目
顺利推进，一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国内
领先水平，昌吉农高区农业产业科技水
平和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
敏报道：10 月 15 日至 17 日，昌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
新区）邀请昌吉州电商直播基地老
师，以“抖音电商赋能 园区企业腾
飞”为主题，开展电商业务培训。来自
昌吉高新区的 16 家企业 40 余人参
加培训。

为期3天的培训中，除专业知识培
训外，老师还对参训企业进行一对一
指导，帮助企业建立电商团队、开设企
业电商账号、建立电商直播间等，提高
参训人员实训技能，帮助企业尽快开
展线上业务。组织企业赴园区抖音基
地、新疆博观林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参观学习，促进交流与合作。

新疆金桂芳香时代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塑料家居制品的

企业，过去企业主要以生产垃圾箱、
推雪板等塑料产品为主。今年，企业
拓展经营思路，不仅增加了产品种
类，还在营销上想办法，将3000平方
米闲置车间改造为云货仓，在云货仓
和生产车间里搭建起直播间。“今年8
月公司开始筹建云货仓，10月开始直
播卖货，目前有家居用品、百货用品
等200多种产品在售，每天线上交易
500 多单，拓宽了产品销路。”该公司
总经理方光霖说。

昌吉高新区商务局商贸流通科
科长罗全成介绍，2023年昌吉高新区
投资200余万元，在园区蓝海大厦建
成12间企业电商直播间，供有直播需
求的企业免费使用。目前，园区涉及
电子商务企业由 10 家增加到 16 家，
从业人员600多人。

本报讯 通讯员叶永芳报道：眼
下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期。10月
10 日，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双河
村，机声隆隆，小麦播种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作业，整地、施肥、播种、铺设
滴灌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庆阳湖乡农业（畜牧业）发展服
务中心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进行技
术指导，推广冬小麦“缩行增密”和

“加行增密”栽培技术。

该村种植户张彪说：“今年计划
种植冬小麦700多亩，3天左右播完，
后期做好施肥、滴水、田间管理，争取
明年有个好收成。”

庆阳湖乡副乡长宋彦新介绍，全
乡计划种植冬小麦 1.8 万亩，现在已
经陆续开始播种，预计月底之前播
完。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跟踪服务指导，确保冬小麦
安全越冬，为来年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穆亚丽、王永青
报道：连日来，呼图壁县各乡镇抢抓农
时，全力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目前，
7.2万亩冬小麦播种工作已接近尾声。

10 月 11 日，在呼图壁县二十里
店镇宁州户村，一台小麦播种机在田
间忙碌作业，几位农民不断向播种机
中添加种子与肥料，不一会，10 亩地
就播完了。宁州户村村民刘森林说：

“我今年种了1500多亩冬小麦，雇用
了4台播种机，从10月7日开始播种，
现在差不多播完了。”

二十里店镇积极引导农户积极

种植冬小麦，并协调农机与良种，实
现了播期集中、适墒适量播种，整地
播种质量较高。二十里店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侯小伟说：“镇上的农业技
术人员深入农田，针对冬小麦整地、
播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跟踪指
导，提早帮助种植大户协调农机，帮
助种植户解决播种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确保冬小麦丰产丰收。”

今年，呼图壁县投入30多台大型
现代化播种机，目前，已完成 6.45 万
亩冬小麦播种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
播种。

“我目前有6间房子，都是自家院落
改造的。刚结束的中秋小长假我家民宿
天天爆满，三天我就挣了6000多元。”9
月18日，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村民
褚彦文一边收拾自家的民宿客栈，一边
高兴地对记者说。

据山坡中心村党总支书记付海涛
介绍，目前，山坡中心村已有农家乐、民
宿和商超55家，全村104户289人从事
旅游服务业，超过全村总人口的四分之
一，每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以上，村民
收入也逐年增加。2023 年，山坡中心村
旅游收入达 8000 余万元，农民人均收
入达到 2.94 万元，其中，旅游业收入占
到人均收入的八成以上。

位于天山天池脚下的山坡中心村
距阜康城区仅9公里，距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天山天池大门仅千米之遥，拥有天
然的地理优势。依托天池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100万人次的引流效应，山坡中心
村的很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可是20年前，山坡中心村却是另外
一番样子。

“近两百户村民，耕地面积只有680
亩。村民大多以种地为生，年人均收入
不足万元，穷得很。”回忆往昔，付海涛

满是感慨。
2005年，阜康市启动三工河谷综合

整治工程，山坡中心村位于河谷口。村
民们把自家的旧房拆了，建成整齐划一
的农家院。庭院翻修让昔日的破旧村落
焕发新貌。村民们尝试将自家院子打造
成农家乐、民宿客栈，提高收入。

2009年，村民何晓玲在村头开了家
小餐馆。“起初人要站在路边，手上要举
个牌，写上‘吃饭’‘住宿’等字样，有时
候还要大胆拦车，邀请游客来吃饭，但
是游客不愿来，生意不好做。”何晓玲介
绍，因为宣传力度不够且基础设施薄
弱，游客不愿来，村里开农家乐的村民
大都面临同样的困境。

2010 年，阜康市出台乡村旅游规
划，并制定了一系列奖补政策鼓励村
民发展农家乐，为经营农家乐的村民
每户补助 5000 元作为奖励。之后，山
坡中心村重点实施“旅游兴村”计划，
提出“日游天池、夜宿山坡”的发展思
路，先后投资 6000 余万元，重点实施
了屋顶外立面改造、街景打造、引水入
村、建设停车场、建设村文化室、游客
集散中心等九大工程，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如今的山坡中心村村庄道路全

部实现硬化，生活供排水、供暖管网实
现全覆盖，村民发展农家乐、民宿、旅
游产品销售等旅游服务业势头迅猛。
2022 年，山坡中心村入选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如今再也不用去路边揽客了，现
在每天接待游客量在 3000 人到 4000
人左右，生意好的时候最多能接待近
5000人，发展旅游这条路子走对了。”看
着客来客往的人群，已经开了近10年农
家乐的村民高燕喜不自胜。如今，她家

已由最初的1家农家乐发展到如今的5
家农家乐，不仅收入颇丰，还解决了部
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服务质量，
将旅游民宿经营与生态资源、民族文化
等本土特色深度结合，构建住民宿、观
美景、品美食、赏民俗的发展新模式，将
集体闲置房屋打造成民宿、农家乐对外
经营，提升游客承载量，打响我们的旅
游品牌和知名度，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
越鼓。”付海涛自信地说。

昌吉高新区举办企业电商业务培训班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庭州大地庆丰收

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

按下冬小麦播种“快进键”

呼图壁县

冬小麦播种接近尾声

10月10日，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双河村，机声隆隆，小麦播种机在田间来回
穿梭作业。 □叶永芳摄

农业园区的科技链接力
——昌吉农高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刘茜

一个小山村的逆袭
□本报记者 常谊谊

7月17日，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一家农家乐内，游客等待品尝烤全羊。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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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马
青青报道：“家里出现用电问题不用
着急去找客服电话，只需要在小区微
信群里发送求助信息，工作人员马上
就会上门来给解决，真是太方便了！”
10月9日，家住呼图壁县祥和居小区
的居民陈丽在小区微信群里发送了
一条用电诉求信息，微信群里的“疆
电助手”AI 机器人立刻识别该信息，
并转发至呼图壁县供电公司信息日
管控工作群和电力网格客户经理的
手机上，短短10分钟，呼图壁县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就上门处理，供电随即
恢复。

陈丽所说的“疆电助手”是国网
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客服
机器人，基于语义理解技术和智能
知识库，能够自动识别和解答微信
群中用电客户的涉电诉求。“2023 年
10 月起推广应用智能客服机器人，
该机器人入驻客户微信群后，能够
基于多专业数据信息库，通过微信
文字识别查询，全天候收集和反馈
客户用电诉求，变传统人工盯办为
全流程自动处理，有效解决微信群

中客户用电诉求不能及时抓取反馈
的现象。”国网昌吉供电公司供电服
务指挥中心副主任杨波介绍说，“此
外，该机器人还能向客户普及推广
用电政策、安全用电知识等内容，让
客户全面了解涉电业务。”

为缩短服务半径，国网昌吉供电
公司将辖区2市、5县和2个生产建设
兵团 1251 个社区 91.26 万客户划分
为150个供电服务网格，全覆盖应用

“疆电助手”AI机器人开展24小时识
别检测和信息推送，实现客户诉求及
时响应。

目前，国网昌吉供电公司通过
“疆电助手”开展上门服务29235次，
处理“疆电助手”识别涉及停电、缴纳
电费、咨询等各类用电信息 39001
条，客户服务满意率由96.04%提升至
99.37%。

“今后，我们将继续更新和完善
‘疆电助手’数据库和应用场景，在指
导客户开展‘网上办电’等功能上进
行完善，在及时为客户推送电力检修
信息以及客户关注的购电优惠活动
上加大力度。”杨波说。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

AI智能“疆电助手”提升供电服务效率

近日，在呼图壁县百泉
村—大泉村—小泉村乡村道
路建设项目小泉村施工现场，
运输车、摊铺机、压路机等机
械来回穿梭作业，加紧施工。

近年来，呼图壁县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以

“建好、管好、养好、运营好”农
村公路为总目标，大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升
农村路网覆盖范围和路面等
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全力
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