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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昌吉边境管理支队木垒边境管理大队大黄水泉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风电场区走访，联合企业安全员
开展联合安全生产检查，并向企业员工宣传讲解法律法规知识，助力风电场区安全有序生产。图为民警走访风电企业，与企
业安全员联合开展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新疆棉一定要加强宣传，鼓励大
家多用棉花制品，产业才能更好地发
展。”采访中，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以下简称中棉所）抗逆育种课
题组组长严根土一再强调。

严根土长期从事棉花抗逆育种工
作，主持培育了“中棉所”系列优质、丰
产、抗逆棉花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
面积超 9000 万亩，增创社会经济效益
150多亿元。他说，自己与棉花的不解之
缘从大学开始。“我在浙江农业大学（现
浙江大学）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我的
老师季道藩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棉花遗
传育种学教授，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棉
花的有趣故事。”毕业后，严根土加入中
棉所，在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勤于实
践、勇于创新的“中棉所精神”激励下，
科研工作一干就是32年。

“我做的是棉花抗逆育种研究，需
要到盐碱、干旱地区做试验，中棉所地
处河南安阳，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就
来到了新疆。”严根土说，20 世纪 90 年
代，他从安阳坐火车三天两夜才能到乌
鲁木齐，再转车到南疆，大部分时间都
花在了路上。“现在好多了，坐飞机当天
就能到，我现在作息时间都变成新疆的
了。”严根土说，长年累月在新疆工作，
他早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节奏。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
研究中心成立，我们迅速展开了合作。

前期主要研究适合南疆种植的棉花品
种，2024年我带领团队在昌吉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种了50亩棉花，开
始将精力投入研究北疆适宜品种。”严
根土说，他做棉花抗逆育种的方向是

“三个喜欢”：棉农喜欢，轧花厂喜欢，纺
织服装企业喜欢。“高产是一方面，稳产
更重要。比如我主持培育的棉花新品种
中棉所 49，连续 10 年入选农业农村部

主导品种，它抗性好，产量稳定，老百姓
特别喜欢。轧花厂和纺织企业看重的则
是品质，例如衣分高，皮棉产量就高，直
接影响着轧花厂的利润。比强度高，纤
维细度好，制成的纺织品更加舒适，具
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因为新疆气候条
件特殊，有干旱、低温、冰雹等自然灾
害，疆外的棉花品种引种到新疆后品质
会变差，这是中棉所抗逆育种课题组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2024年，课题组
选育的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中棉 9001
在西北内陆棉区通过国家审定，中棉
9003、中棉9978等5个新品系分别参加
了国家西北内陆棉区和自治区棉花品
种区域试验，为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撑。

采访中，严根土对棉花的热爱溢于言
表。他列举了纯棉织品具有化学合成纤维
所不能比拟的许多优点：纯天然、吸潮透
气、保暖舒适、染色牢固、不带静电，还不
易过敏，可谓老少皆宜。“经过几代科学家
的努力，棉花的品质得到很大提升。现在
需要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支持新疆棉，让
高品质的新疆棉成为世界的首选。”

个人简介：

严根土，河南省第十三、十四届人大
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带领团队创新育种方法，克服产
量、纤维品质和抗旱耐盐碱等育种瓶颈，
在棉花新品种选育与应用方面取得了突
破。主持培育国内外棉花新品种30余个
（国外审定3个），育成的多抗稳产棉花新
品种中棉所49获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个人入选国家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
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2部。

本报讯 实习记者耿雅薇报道：2
月17日，昌吉州第二届“防震减灾 科
普先行”宣讲员大赛在州应急管理局
举行，来自全州部分单位、学校、企业
的17名宣讲员同台竞技，以专业讲解
和生动案例普及防震减灾知识，进一
步提升了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

本次大赛由州地震局、州应急管
理局、州科学技术协会、州教育局联合
主办，参赛选手来自全州各行各业，有
教师、应急管理工作者、企业安全员
等。比赛中，宣讲员围绕地震预警技
术、建筑抗震设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
等内容，结合多媒体演示、情景模拟等
形式展开讲解，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

来自州实验小学的教师戴竹欣以
《掌握避震逃生技巧 提高防震减灾意
识》为题，通过汶川地震的真实案例和
互动演示，阐释了学校与家庭协同防
灾的重要性。“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
望将比赛中学到的知识融入日常教
学，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更多家庭
提升应急避险能力。”戴竹欣说。

州地震局副局长李渤说，此次比赛
的参赛作品不仅覆盖了地震预警终端
应用、减隔震技术等前沿领域，还聚焦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等实操内容，体现了“精准科普”的理
念，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让更多人了解防
震减灾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徐承秀报道：近
日，2025春季法国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在法国巴黎闭幕。新疆大唐西域酒庄
股份有限公司参赛产品凭借卓越品
质，揽获3项大金奖和1项金奖。

其中，大唐西域酒庄选送的庄园
窖藏马瑟兰干红葡萄酒2019、庄园窖
藏赤霞珠干红葡萄酒2018以及臻藏·
橡木桶陈酿霞多丽干白葡萄酒 2020
荣获大金奖，相约桃红葡萄酒2023获
得金奖。

大唐西域酒庄自 2013 年成立以
来，扎根呼图壁县，始终秉持“有机为
本，品质为魂”的理念，以“打造世界
级中国葡萄酒品牌”为使命，构建了
集葡萄种植、酿造、研发、销售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体系。酒庄严格践行绿色
有机标准，旗下13款核心产品均通过
了中国及欧盟有机认证，并依托京东

“京品源”平台实现全流程区块链溯
源，从种植到装瓶的每一个环节均可
追溯。

本报讯 通讯员刘媛、魏鹏慧、
徐静云报道：近日，新疆中泰矿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电石生
产车间集控中心，企业技改项目——
电石炉净化回流降温装置正式进入
运行阶段，操作人员只需调节参数，
就能实现一键降温。

传统电石炉净化运行存在能耗
高、维护成本高、操作复杂等问题。为
此，该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围绕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推进技术改造。中
泰矿冶电石四车间副主任陈峥峥说：

“此前，未启用净化回流降温装置时，
烟道堵管问题频发，每次需十几人协
同作业。装置启用后，实现了自动化
控制，作业人员在集控中心就能完成
操作，降低了现场作业风险，提高了

装置运行效率，车间 4 台电石炉实现
月增产160吨。”

近年来，中泰矿冶依托自治区首
批“5G+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建设，
助力企业打造创新型、安全型、节能
型、生态型、智慧型“五型园区”。企业
率先在行业应用智慧园区概念、智能
出炉机器人、智能行车、气力输灰、净
化灰焚烧等行业首创技术项目，解决
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推动
企业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绿色智慧
发展。中泰矿冶副总经理栾会东说：

“今年，将以合理化建议为抓手，计划
投资1.7亿元实施1047个项目，在电
石炉自动化改造、原料产品配料及质
量检测等方面持续发力，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警企携手护安全

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专家访谈录⑦

让新疆棉成为世界的首选
——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根土

□本报记者 付艳阳 实习生 孙美凤

严根土（左三）向课题组人员讲解棉花耐盐碱试验材料的表型变化。□王秀林摄

昌吉州第二届“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

宣讲员大赛举行

2025春季法国国际葡萄酒大奖赛闭幕

大唐西域酒庄3款产品获大金奖

中泰矿冶

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能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电石炉正在工作。 □卢浩楠摄

本报讯 记者刘思思报道：昌吉
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频道将于3月1
日起撤销。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同
意撤销昌吉回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
城 市 生 活 频 道 的 批 复》（广 电 审

〔2024〕996号），同意撤销昌吉回族自
治州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频道。该频
道许可证书（编号：3331007-2-3）同
时作废。

资料显示，该频道源于1993年6
月成立的昌吉市有线电视频道，所属
昌吉市广播电视局，后来更名为昌吉
市电视台。2003 年 7 月，昌吉州人民
政府批准昌吉州、昌吉市电视台进行
合并，将原隶属于昌吉市广播电视局
的昌吉市电视台，整体上合并到昌吉
州电视台，原昌吉市电视台的38名职
工一并划归昌吉州电视台，至此，昌
吉州府所在地只有一个电视播出机
构，实现了资源共享，形成了合力。合
并后统一呼号为昌吉电视台，拥有

CJTV昌吉综合频道和CJTV城市生
活两个频道，以无线发射、光纤传输、
有线三种方式传输电视节目。其中，
CJTV城市生活频道进入昌吉市有线
电视网，覆盖了昌吉市区有线电视用
户，收视人口达50多万人，节目以影
视剧、电影和部分自办节目为主，每
天播出节目时长达到17小时。

2019 年 10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首次明确推动频道精简精办，并于
次年10月发布《关于推动新时代广播
电视播出机构做强做优的意见》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电视频道建设
管理的意见》，要求深化结构性调整，
推动精简精办频率频道。

2024年12月，本着优化布局、创
新内容、提升质量的原则，昌吉州融
媒体中心拟将城市生活频道撤销，只
保留昌吉综合频道。今后，昌吉州融
媒体中心将持续办好综合频道，更多
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昌吉综合
频道及丝路昌吉客户端。

昌吉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频道

3月1日起撤销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李超
报道：2月18日，昌吉州综合立体交通建
设推介会暨“链”上昌吉·融入丝路品牌
招商活动在昌吉市举行。推介会现场共
签约铁路专用线项目15个，涉及金额达
130.5亿元。

活动现场，木垒县、奇台县、阜康
市、呼图壁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
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与中亚储
粮（新疆）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新疆机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大黄山豫新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山联合铁路
有限公司、新疆天山铁道有限责任公
司 、中 铁 七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
签约。

这次推介会，昌吉州共推介了24个

重点交通项目，总投资达449亿元。项目
分布于昌吉州重要经济区域，涉及“疆
煤外运”资源通道项目，“公转铁”运输
结构优化调整项目，区域互联互通、城
乡协同发展公路重点工程，以及拓展对
外空中通道、增强航空运输能力的机场
项目。

活动现场，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
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闫超作
了“铁路交通在昌吉州综合立体交通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详细解
读；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
新疆开发建设奖章获得者、高级工程
师王新栓作了题为《对全国及新疆中
远期铁路规划》的专题讲座；新疆将
淖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智力分享

了该公司在昌吉州的发展经验和未
来规划。

昌吉州副州长加林·哈萨克拜表
示，昌吉州紧盯交通强国重大战略，始
终坚持“交通先行”，把打造综合立体
交通网作为落实自治区基础设施“十
张网”建设的重中之重。2024 年，S231
昌五路建成通车、西部南山伴行路全
面建成，将淖铁路增二线、准东三条省
道、五彩湾通用机场等项目开工建设，
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建成通航，“公、铁、
机”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齐头并进。目
前，昌吉州公路总里程达 1.48 万公里，
全州乡镇 100%通三级公路、具备条件
的建制村 100%通四级以上公路；铁路
网密度是全疆平均水平的 3.2 倍，“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加快实
现。

昌吉州交通运输局局长张永军
说：“此次推介项目相互交织、互为补
充，共同织就了一张覆盖广泛、功能齐
备的自治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典范
地州交通网络。我们倡导以社会资本
投资为主的多种融资合作方式，充分
利用企业资金实力、技术专长、管理经
验和市场运营能力，深度主导项目的
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工作。今后，我
们将围绕十大产业集群，谋划一批新
的交通项目，热忱欢迎广大企业来昌
投资兴业，我们将以最优质的服务、最
优越的环境，为企业在昌吉发展提供
全方位保障。”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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