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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魏鹏慧、依克拉
木·海力江报道：天气渐冷，阜康市各乡
镇积极行动，抢抓农时，借助智慧平台
组织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
冬小麦安全越冬。

在阜康市九运街镇七运村的冬小
麦田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
通过智慧平台远程监控冬小麦生长发

育状况，同时结合田间苗情与土壤湿
度，为种植户提供精准的冬小麦田间
管护指导。阜康市九运街镇七运村村
委会副主任梁文秀说：“今年村里的冬
小麦长势喜人，预计亩产能达 500 公
斤。”

在农业大数据平台上，完整体现了
九运街镇七运村的农业生产概况，包括

经营主体、农事作业情况、农田的实时
画面以及水体监测、土壤监测、气象站
等实时监测数据，技术人员根据这些数
据可以更好地指导农事生产。九运街镇
七运村智慧平台管理员相栋说：“我们
对冬小麦长势和土壤墒情进行遥感监
测，依据数据为农户提供合理滴水施肥
建议，助力冬小麦顺利过冬。”

冬小麦生育期长约 270 天，田管环
节多且任务重。阜康市积极优化产业结
构，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相关要求，特别
是在冬小麦管护方面，借助智慧平台持
续指导农户。通过平台实时数据，能有
效预防病虫害和恶劣天气对冬小麦的
影响，保障其健康生长、增产增收，为粮
食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一棵植物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
种子最多能抛出多远？30厘米还是40
厘米？

大出所料的是，一种名为喷瓜的
植物，能以每秒20米的速度，把它的
种子喷出10米开外。

几个世纪以来，喷瓜以其神秘的
种子喷射能力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
目光。这种奇特的植物在成熟时，会
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将种子喷射出
去，仿佛微型火箭发射一般。但直到
最近，英国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
的科学家才揭开了喷瓜种子传播的
奥秘。

原来，喷瓜的秘密在于它的高压
系统。在种子传播前的几周内，果实
内部会积累大量的粘液，使得内部压
力逐渐升高。这种高压环境为喷射种
子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部分
液体会被转移到茎部，使茎变得更强
壮。这不仅有助于果实调整到一个理
想的发射角度（大约45度），还能确保
在喷射种子时有足够的支撑力。

当一切准备就绪，喷射的瞬间就
到来了。在最初的几百微秒内，茎尖
会迅速反冲，导致果实向相反方向旋
转。这种快速反冲增加了种子的初速

度。由于果实内部压力的逐渐下降和
果实的不断旋转，每个种子的出口速
度和发射角度都会有所不同。最初的
种子会飞得最远，而后续的种子则会
逐渐落在更近的地方。这种可变的发
射模式确保了种子在母株周围广泛而
均匀地分布，覆盖2至10米的范围。

科学家通过数学模型，模拟了不
同参数的变化，发现喷瓜的种子喷射
机制经过了精细的优化。如果茎部过
粗或过硬，种子会几乎水平发射，分
布范围狭窄；如果果实内部压力过
高，种子会垂直喷射，也无法远离母
株。正是这种微妙的平衡，确保了喷
瓜种子的最佳散布效果，从而提高了
植物的繁殖成功率。

这项有趣的研究，不仅解开了喷
瓜种子传播的谜团，还为仿生工程和
材料科学提供了新的灵感。例如，可
以借鉴喷瓜的高压喷射机制，设计出
高效的药物输送系统，如喷射纳米颗
粒的微胶囊，实现快速、定向的药物
释放。

喷瓜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自然界
中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智慧，人们不仅
能揭开这些自然之谜，还能从中获得
启发，推动技术进步。

每周科普

喷瓜如何把种子喷出10米开外？

阜康市：科技赋能 冬小麦田间管理更智慧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万里、郝阳报
道：近年来，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加
快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逐步
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制造”。目前，
企业研制的0.5毫米以下超薄钢纸畅销
国内外；企业自主研发的0.25毫米超薄
钢纸实现量产。

近日，在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生产钢纸，每隔两
天，就有一批钢纸从这里装车运出。新
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恒军
说：“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排至2025年
1 月，产品主要销往江苏、浙江等地，还
远销到了土耳其等国家。”

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作为西北
地区唯一一家生产钢纸的企业，年产钢
纸产量达5000吨。几年前，国内钢纸产
品普遍处于中低端水平。2019 年，新疆
源一科创有限公司成立技术研发中心，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成功研
制出 0.5 毫米以下超薄钢纸；2023 年 7
月，企业又成功研制出0.25毫米超薄钢
纸，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产品占有率跃
居国内同行首位。

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技术研发
中心主任闫许新说：“公司自主研发的
0.25毫米超薄钢纸，主要使用在精密仪
器的元器件加工方面，目前已经实现量
产，预计今年生产100吨，这条生产线也
是国内唯一一条可生产超薄钢纸的生
产线。”

钢纸是一种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
特种纸，具有优良的弹性、强韧性和耐
磨性，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5G基
站建设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多年来，该

公司与石河子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合
作，研发高端钢纸产品，着力打响中国
超薄钢纸的国际品牌。2023 年，企业被
授予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

绿色工厂等称号。“今年截至10月，公司
销量实现3800吨，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0%，其中，外贸出口量较上年同期相比
增幅35%。”杨恒军说。

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

0.25毫米超薄钢纸量产“毫厘”间迈向高端制造

近日，在新疆源一科创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钢纸。 □徐万里摄

昌吉州

举办足球项目二级裁判员培训班

昌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艺
葫芦制作技艺传承人曹春生，在过去20
余载岁月中，一心沉浸于葫芦艺术创
作，巧妙地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
观念相融合，为葫芦雕刻艺术注入了崭
新的生命力与时代韵味。

这几日，曹春生正全神贯注地投入
到他的新作创作之中。他精心挑选了一
只葫芦，以精湛技艺将古代青铜器司母
戊鼎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雕刻其上，借此
独特方式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曹春生出生于1964年，甘肃临夏是
他的故乡。1993 年，他迁居至昌吉市滨
湖镇五十户村。自幼对书法和绘画怀有
浓厚兴趣的他，即便在成年后从事农耕
劳作期间，依然坚持练习书法与绘画，
这为他日后涉足工艺葫芦创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1998 年，曹春生在回老家探
亲之际，偶然发现工艺葫芦制作技艺在
家乡悄然兴起。回到昌吉后，他灵感乍
现，萌生出创作葫芦艺术作品的念头。
凭借自身扎实的书法绘画功底，他开启
了自学之路，在不断摸索与尝试中逐渐
走向成功。

曹春生的作品题材涉猎广泛，历史
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山水等皆有
呈现。这些作品不仅造型逼真、线条优
美，且寓意深远、饱含哲理，每一件都凝
聚着他对生活的热忱和对艺术的不懈

追求。他还在自家庭院种植葫芦，以自
产葫芦为原材料进行艺术创作。

“我熟练掌握了烙画、针刻、刀刻与
绘画等多种葫芦雕刻技艺。我醉心于葫
芦雕刻，纯粹源于对这门艺术的热爱。
作为农民，我夏季忙碌、冬季闲暇，时间
相对灵活。葫芦种植完成后，首先要进
行打皮处理，打磨后晾干，接着仔细挑
选，判断哪些葫芦适合绘画，哪些适合

雕刻，最后要找寻灵感，等灵感涌现后
才能着手创作。”曹春生说。

为使更多人了解工艺葫芦制作技
艺，2014 年，曹春生在五十户村创立了
葫芦雕刻工作室，潜心钻研工艺葫芦制
作技艺，并在农闲时节向村民传授相关
技艺。同年，他被评定为昌吉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工艺葫芦制作技艺传承
人。2016年，他荣获“昌吉市首届优秀实

用人才农民艺术家”称号。此后，他与昌
吉市浪潮文化传媒公司合作，共同成立
葫芦雕刻培训工作室，传授葫芦雕刻技
艺。2018年，“曹春生葫芦雕刻技能大师
工作室”在昌吉小吃街正式成立。曹春生
还在乌鲁木齐市开办了个人工作室，并
为新疆国际大巴扎商户供应葫芦艺术
品。

前不久，昌吉市居民吴凤娟慕名来
到曹春生的工作室，被形态各异的葫芦
艺术品深深吸引。她说：“我非常喜欢这
些刻有山水风景和历史人物图案的葫
芦艺术品，特意挑选了几件带回家中作
为摆件，看中的就是作品寓意美好。”

葫芦工艺的传承具有多方面重要
意义，包括文化传承与保护、艺术价值
提升以及社会教育与普及等。曹春生坚
定地说：“我希望将自身所学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学生，并通过举办展览、讲座
等形式，向更多人普及葫芦雕刻艺术知
识与技艺，培育更多热爱工艺葫芦制作
的年轻一代。”

曹春生的徒弟王子杰说：“我对葫
芦雕刻满怀热忱，以后要继续跟随曹老
师深入学习这门技艺。”

“我一心要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葫芦雕刻
技艺。为了担起这份责任，我要持之以
恒、不懈努力，使这门手艺得以传承并
发扬光大。”曹春生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 通讯员马磊报道：12月
5 日，奇台县召开劳务组织转移就业
工作表彰及座谈交流会，进一步推动
劳务输出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就业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会上详细讲解了劳务品牌创建
标准及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政策解读
与案例分享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劳务
组织更好地理解并运用相关政策，为
劳务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同时，
还对奇台县优秀劳务组织进行表彰。

在交流发言中，与会的劳务组织
代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交流经验，
分享在劳务输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与解决方案。
奇台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杨志军说：“此次交流会聚焦转移
力度强、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作用大
的劳务组织，为奇台县劳务输出、转
移就业工作树立了典范。今后，我们
将继续加大对劳务组织的扶持与引
导力度，完善劳务市场服务体系，推
动劳务经济向更高质量、更具规模的
方向发展。”

截至目前，奇台县共有人力资源
服务公司10家，正常运行劳务合作社
2家，打工队32家，通过劳务组织转移
就业3000余人。

本报讯 通讯员丁慧琴报道：近
日，昌吉州足球项目二级裁判员培训
班在玛纳斯县举办。来自昌吉州各县
市的48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围绕竞赛规则、编排、抽签、
临场实践等内容，以理论教学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提升裁判员
的业务水平、执法能力和职业道德素
养，更好地服务足球赛事活动。昌吉

市体育教师李佳辉说：“我从此次培
训中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积累了裁
决经验，我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日常
教育教学工作中。”

此次培训为期 3 天，由昌吉州文
旅局主办，昌吉州足球运动协会、玛
纳斯县文旅局承办，旨在加强昌吉州
足球裁判员队伍建设，推动昌吉州足
球运动的普及。

本报讯 通讯员冯紫卫、祖丽米
热·艾尔肯报道：12月3日，呼图壁县
大丰镇高桥村联合呼图壁县泽华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举办中式烹饪培训
班，30位村民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20天，内容包括红
烧鱼、宫保鸡丁、西湖牛肉羹、虎皮辣
子烧茄子等经典中式菜肴的制作。

培训现场，老师从基础的切菜
技巧入手，逐步深入到每道菜肴的
详细制作过程，系统性地为学员构
建烹饪知识体系，并针对学员在操
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专业的

解答。
呼图壁县大丰镇高桥村村民何

慧珍说：“农闲时间参加培训学习，不
仅增强了技能本领，还拓宽了我们的
就业渠道。”

今年以来，呼图壁县大丰镇以增
强村民就业创业能力为重点，开展烹
饪、裁缝等技能培训5场次，进一步拓
宽村民就业渠道。呼图壁县大丰镇副
镇长迪丽巴尔·努尔说：“我们将与技
能培训学校保持长期合作，定期举办
更多类型的技能培训活动，不断提升
群众靠技能就业增收的能力 。”

曹春生：

以匠心雕琢葫芦艺术 传非遗续文化新章
□本报通讯员 张楼 刘华

昌吉州2024年“青工杯”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全技能大赛举办

曹春生将古代青铜器司母戊鼎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雕刻在葫芦上。 □张 楼摄

奇台县

举行劳务组织转移就业工作表彰会

呼图壁县大丰镇

开展烹饪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12月10
日，昌吉州2024年“青工杯”安全生产示
范岗·青工班组安全技能大赛在位于昌
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
疆农业博览园举办，来自 7 县市 3 园区
的31支队伍、146名选手参赛。

此次比赛由州团委、州应急管理
局、州总工会、州消防救援支队共同举
办，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模拟实操比赛

两个环节，主要考察选手动火作业和受
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知识应用能力。

在模拟实操比赛中，选手团结协
作、沉着应对；在动火作业比赛中，选手
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认真填写作业
票、仔细检查安全用具、对作业区进行
风险隐患排查；在受限空间作业比赛
中，选手展示了有毒有害气体检测、通
风设备使用等操作技能。

参赛选手、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阜康冶炼厂镍车间磨浸班组班长
张致宝说：“我们通过比赛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安全操作
技能水平和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今后，
我要带领班组成员加强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将安全生产技能运用到工作中，
并牢记‘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州团委青联秘书处副秘书长李林

轩表示：“此次比赛为广大青年职工搭
建了一个展示技能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帮助他们提升了安全知识技能和应急
救援处置能力，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年职
工为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保障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评选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组织
奖19名。

喷瓜。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