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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10月23
日，在木垒县老君庙北风电规划区，该
县单体最大的新能源项目——新疆其
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40亿元建设的
300万千瓦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284台
风机浇筑工作进入全面建设期，标志着
其亚集团从传统能源应用向绿色清洁
能源应用成功迈进，企业能源供应从原
来的“独轮车”转型为双向支撑。

今年 5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科学确定各
地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充分考虑新能源
发展、系统承载力、系统经济性、用户承
受能力等因素，统筹确定分地区的利用
率目标。部分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
当放宽，原则上不低于 90%，并根据消
纳形势开展年度动态评估。

这为其亚新疆集团转型可持续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此 时 的 其 亚 新 疆 集
团 ，已 在 新 疆 准 东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以下简称准东开发区）深耕十多年，
依托当地煤炭资源，发展成了以“铝
基—硅基—现代煤化工—矿业”为主
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随着企业不断
壮大，对煤炭资源需求日渐增长，传统
火电供应已进入瓶颈期。经过多次实

地考察和磋商，拥有优渥风光资源的
木垒县被其成功锚定，其亚集团加快
入局新能源产业“赛道”。

“风光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
属于零排放、零污染的天然绿色电力，
发电成本低于火电，借助风光电合并自

身火力发电进行生产运行，可将能源做
到极致应用，也是我们企业对积极探索
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致力于成为环境
友好型企业的充分实践。根据我们实地
了解，木垒县新能源开发潜力巨大，且
背靠准东开发区，对我们来说，从建设
成本及后期效益来看，木垒是天选之
地。”其亚新疆集团总经理童翔介绍，6
月 22 日，该公司在木垒县投资建设的
300 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项目正式开
工，并迅速进入密集施工期。

据悉，300 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项
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75亿度绿色电量，
与传统煤电项目相比，预计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200余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等污
染性气体排放量500余万吨。

其亚集团董事长童文其表示，通过
投资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实现自消
纳、参与市场化交易等多种措施，传统
煤化工企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能源利
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也为新疆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公
司将细化落实项目建设方案与节点，严
格把控安全关、质量关，倒排工期，确保
项目按计划稳健推进，持续做大做好新
能源项目，力争实现企业生产能源绿色
电力占比50%以上。

投资140亿元建设300万千瓦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

新疆其亚拓展风光“新”版图

10月23日，新疆其亚新能源有限公司300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又到一年丰收时，玛纳斯县包家店
镇西戈壁村湛蓝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
棉田里棉花朵朵盛开。一台涂着“中国
红”的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
将一行行洁白的棉花尽收舱中，“诞下”
打包成型的大棉包，等待着被运往轧花
厂进行加工。

看着地里一个个大棉包，戈壁村棉
农骆俊生不禁感叹：“采棉机可真是省
时省力啊！看我买的这台国产采棉机，
采收过程中棉花不落地，采得也干净，
还直接打成包。”

今年，骆俊生种了600多亩棉花。往
年要用几个月才能摘完的棉花，如今两
天就全部归仓，之后，他就用自家的采
棉机帮乡亲们采收棉花。

作为一名种了 30 多年地的“老把
式”，骆俊生刚种地时没有现代化农
机，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人扛马
驮”，再到“机器换人”，汗水与希望交
织，他守望着丰收，也见证了农业生产
的效率之变。

10 月 15 日，骆俊生给同村村民段
生军采摘完棉花时已到傍晚，太阳斜斜
地挂在天边，金色的夕阳染透了棉田。

坐在田埂上，今年59岁的骆俊生告
诉记者，他20岁就开拖拉机，2014年按
揭贷款80万元买了第一台采棉机。“当

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不理解，一直
埋怨我乱花钱，后来他感受到农业机械
化生产高效、省力等优势，内心触动很
大，也认可了我的决定。”骆俊生说。

骆俊生用4年时间还完了他购买首
台采棉机的按揭贷款，两年前，他又花
428 万元购买了六行自走式打包采棉
机，当年就领到了 60 万元农机购置补
贴。“这台国产采棉机从采摘、压缩到
打包成型只需10分钟左右，1小时可以
完成近30亩棉花的采摘，采净率均高达
95%以上。”骆俊生介绍。

登上高大的采棉机，记者看到，驾驶
室里集成了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方向
盘自动校准前进路线，显示器实时标注
工作路线和进展，几乎不需要人工操作。

“机械化采收比以前人工采收方便
太多了，速度又快，成本也低，人工采收
成本每亩地在800元到900元，现在机
采成本每亩地只有200元左右。”骆俊生
说，与进口采棉机相比，国产采棉机最
大的优势是价格低、性价比高、售后服
务好，值得信赖。

每年的秋收季，是骆俊生一年中最
忙的时候。不过，对于这种忙碌的生活，
他倒是习以为常，也觉得很踏实。

“我是农民，知道秋收是大事。地里
的棉花成熟了，农民一年到头就指望着

这几天。每年我采收棉花的面积在8000
亩左右，能够帮着乡亲们收棉花，觉得
自己很有价值。”骆俊生笑着说。

短暂休息，骆俊生拍了拍散落在身

上的棉秆碎末，拿起水壶喝了几口水，
又登上采棉机，向另一块棉田驶去。暮
色中，“中国红”采棉机在无垠的田野中
驰骋，丰收的画卷向远处延伸。

棉花朵朵开 迎来好“丰”景

骆俊生：

“能够帮乡亲们收棉花，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本报记者 王薇

10月15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西戈壁村，骆俊生在自家的采棉机前留影。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本报讯 记者陈传松、通讯员张
彤、吴欣昊报道：天高云淡，牛羊成
群……深秋的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潘
家台子村，景色美不胜收。近年来，乡
村旅游成为大家短途出行的热门选
择，潘家台子村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特色种植产业，大力发展采摘经
济，既甜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
的钱袋子。

近日，记者走进潘家台子村德福
山庄，看到游客们三五成群穿梭在苹
果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游客俞
天军说：“这个果园的果子我吃了好
多年，味道特别好！每年果子成熟的
时候，我都会给昌吉市和吉木萨尔县
的亲戚朋友送一些过去。今天我家亲
戚专门开车过来摘了。”

潘家台子村的“二秋子”苹果因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和冰山雪水的
滋养，形成了特有的味道，入口甘甜
微酸，让人回味无穷。孙江福在这里
种植“二秋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随
着农村发展越来越好，苹果的销售情
况也出现了变化。

“以前交通不发达，路也坑坑洼
洼，苹果熟了我们自己拉到集市上
卖，最好也就卖 3 公斤 5 元。这两年

路修好了，来山里游玩的游客也多
了，好多苹果直接在园子里就卖掉
了，现在这个特级果子每公斤能卖
到 20 元，还供不应求。”孙江福高兴
地说。

看着来采摘的游客越来越多，孙
江福又在自家的果园里开起了农家
乐，不仅日子越过越好，还解决了不
少村民的就业问题。家住三台镇喇嘛
昭村的极各尔·加木开在孙江福的果
园已经工作三个年头了，他说：“每年
秋天都要来这里摘一个月果子，能挣
6000元。夏天的时候，孙老板的农家
乐开起来时，我在这儿烤烤肉，能干
三个月左右，一个月也有 6000 元左
右的收入。”

近年来，三台镇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对周边道路进行修
缮和升级，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观
景台、标识等配套设施。吉木萨尔县
三台镇副镇长李满成说：“我们结合
农耕文化，推出了亲子农事体验活
动，积极引导和鼓励村民从普通农民
转变为旅游从业者。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深挖旅游潜力，探索旅游发展新
模式，让旅游事业持续为乡村经济发
展注入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张花报
道：今秋，呼图壁县棉花喜迎丰收。近
期，全县各棉花收购加工企业全力开
展棉花收购及加工工作。截至目前，已
收购籽棉37.7万吨，收购进度超八成。

10 月 28 日，呼图壁县新浙农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轧花车间内机器
轰鸣，工人在生产线上有序作业，包
装好的皮棉成品不断运出，整齐码放
在厂区。棉农徐善成开车前来交售新
棉，因采取精细化管理且实现种植采
收机械化，棉花产量高、质量好。当
日，他交售了第四批棉花。徐善成说：

“每公斤棉花卖6.3元左右，一亩棉花
可收入3000多元，结账速度快，刚卖
完就打款了。”

为保障棉花收购工作顺利进行，
呼图壁县棉花收购加工企业严格把
控棉花收购、存放、加工等环节安全
质量关，按照“一试五定”标准，实行
窗口式公开透明检验，建立完善棉花

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保障棉花质量
与安全。同时，备好资金，按市场价格
收购，全力服务棉农，有序推进新棉
收购加工工作。呼图壁县新浙农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轧花厂厂长熊殿华
说：“我们公司计划收购 2 万吨籽棉，
平均每天收购籽棉300吨，加工皮棉
100吨左右。在收购期间，严格按照籽
棉检验‘一试五定’要求，合理定级定
价，为广大棉农做好服务。”

据了解，今年，呼图壁县在强化
棉花品种选育、提升田间管理水平、
升级加工设备等方面着力，棉花种植
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和机械化，棉花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100%。截
至10月29日，呼图壁县27家棉花收
购加工企业已累计收购籽棉 37.7 万
吨，加工皮棉 4.5 万吨，新棉颜色级、
长度、断裂比强度等关键指标较去年
同期均有提高，预计 11 月初完成收
购工作。

10月25日，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塔西河村，挖掘机正在挖掘高标准农田灌溉管沟。今年，玛纳斯县争取财政资金1.3亿元，在北五岔镇和包家店镇的7个行政村实
施5.0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预计11月中旬完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率，提升农作物单产，使化肥利用率提高
20%，亩均节水30立方米，节省人工成本70%以上。 □王富全摄

庭州大地庆丰收

呼图壁县

万亩棉花迎丰收 朵絮归仓好“钱”景

吉木萨尔县三台镇

苹果搭上“旅游车” 甜了舌尖鼓钱袋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马雪峰、胡美星
报道：近日，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
检所提前谋划、精密部署，积极发挥
技术优势，靠前服务，对全州学校内
的特种设备开展检验，并开展安全宣
讲工作。

在检验中，检验人员严格履行职
责，依据特种设备检验规程，对校园
内特种设备开展资料审查、设备检
验、性能验证等多项检验工作，确保
特种设备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检规要
求，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了整改
意见，并协助校方完成整改，有效防
止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截至目
前，已经完成昌吉学院24台乘客电梯
监督检验、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2
台起重机械首次检验以及5所幼儿园
的杂物电梯监督检验，为学校运行安
全、物品运输、实践教学提供坚实的
安全保障。

检验结束后，昌吉州检验检测中

心特检所检验人员耐心解答校方关
于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方面的疑问，提
供业务咨询服务，帮助完善特种设备
管理制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指导
学校相关责任人做好特种设备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严格落实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督促维保
单位加强特种设备维护保养，按时开
展应急救援演练，保持应急电话24小
时畅通，遇有突发情况，做好应急救
援处置。同时，向幼儿园小朋友宣讲
使用电梯的相关安全知识，提高小朋
友自身安全防范意识。检验人员的专
业能力与服务热情，赢得院校师生的
一致好评。

下一步，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
检所将贯彻服务宗旨、优化营商环
境、发扬“四特精神”、主动担当作为、
强化宣传力度，以优质、高效的服务
为学校特种设备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昌吉州检验检测中心特检所

全力护航校园特种设备安全

金秋十月，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种植的甜菜陆续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双河村种植户驾驶着收割机采收甜菜。

今年，庆阳湖乡共种植6000余亩甜菜，预计收割工作将于11月中旬结束，总产
量可达4万余吨。 □叶永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