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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度订单破亿元，排产至3月底

新疆双杰新能源迎来“开门红”

隆冬时节，昌吉大地，银装素裹。漫
步在大街小巷，浓浓的年味儿里蕴含着
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处处充
满着生机与活力。在这里，随处可见的

“福建元素”，生动展现着闽昌两地的交
往交流交融，也见证着福建省深入推进
文化润疆工程的累累硕果。

2024年，福建省第九批援疆工作队
（以下简称福建援疆工作队）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推
进文化润疆，不断增进昌吉州各族群众

“五个认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优秀文化润心田

“宣讲员的生动讲述，让我们仿佛
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革命
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
献，我们要把红色精神作为成长道路上
的指路明灯，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聆听完“红旗不
倒 老区不老”龙岩市红色故事宣讲后，
昌吉学院大一学生杨红霞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

2024 年11月19 日，“红旗不倒 老
区不老”龙岩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昌
吉州，开展专场宣讲活动。此次宣讲采
用“理论+文艺”的创新方式，深情讲述
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
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堂极具
感染力的党史学习教育课，现场观众无
不为之动容，不少人眼中闪烁着感动的
泪花。

立心铸魂，信仰为基。福建作为革
命老区，党史事件众多、红色资源丰富。

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承载着宝贵
的精神财富。为了将福建的优秀传统文
化输送到昌吉州，用文化铸魂育人，福
建援疆工作队进行了积极探索。

2024年7月23日至27日，“丝路同
源 山海交响”福建援疆工作队携书画
频道走进昌吉的“文化润疆”大型系列
活动在昌吉举行。活动形式丰富多样，
涵盖了广场文艺晚会、书画名家作品展
览、名家大讲堂等多个板块。同时，艺术
家们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深入交流互
动，开展了采风写生、名家笔会等活动。
活动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力求将文化
润疆项目打造成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
片，让文化润疆的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2024年，福建援疆工作队持续打造
“丝路同源·山海交响”文化润疆品牌，
举办以“礼赞昌吉辉煌70年 建设典范
地州谱新篇”为主题的援疆专场文艺演
出；推动反映援疆干部题材的电影《阿
克达拉》在全国点映；举办了福建宁德
畲族歌舞团文艺展演等活动。

在引进来的同时，福建援疆工作队
积极推动新疆本土优秀文化走进福建，
支持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在
福建巡演；举办“放歌边塞 诗意北庭”边
塞诗诵读沙龙、“海丝与陆丝对话”奇台
文化进福州等系列活动，以文化为桥梁，
促进闽昌两地深度交流融合。

文旅融合促发展

“新疆真美，下次我一定再来。”
2024年12月29日，第一次来到新疆的
台湾青年廖雪利在参加完“冬游天山
探秘古道”江布拉克冰原雪地徒步大赛

后兴奋地说。她表示，要把新疆的美好
经历分享给亲朋好友，让更多台湾同胞
了解新疆、爱上新疆。

在福建援疆工作队的指导和支持
下，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参
赛选手从江布拉克景区服务中心出发，
途经天山麦海、石城子遗址、疏勒影视
城、怪坡景区等地，一路感受江布拉克

“万亩雪田”的壮美。
2024年10月24日，位于昌吉市庙

尔沟乡的泉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正式
落成并投入使用。这里集创作研讨、交
流展示、教育培训、示范带动、服务保障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堪称“文艺家之
家”。它不仅吸引艺术家“住”进乡村，还
将艺术设计融入乡村旅游，带动游客消
费，对培育创新型文旅业态、打造昌吉
特色文化地标具有重要作用。

2024年，福建援疆工作队以“旅游+
文化+”为着力点，持续推动文旅跨界融
合发展。扶持玛纳斯县清水河乡、昌吉市
春光里文化艺术村等特色村落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持续打造刘亮程文学馆、木
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吉木
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等，共同构
建新疆文学体验和文化旅游新地标；引
入厦门文创团队，设计出北庭插画等9组

“北庭有礼”文创产品；举办昌吉州网络
文化节、吉木萨尔县天山马拉松等文旅
活动，形成“一县一品牌 四季有活动”的
良好局面，助力打响“新疆是个好地方
醉美最近是昌吉”的文旅品牌。

文化阵地惠民生

取茶、冲泡、摇香、分茶……2024年
12月17日，在呼图壁县第四小学“闽韵

茶缘”茶室内，30名身穿汉服的小学生端
坐在茶桌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泡茶
技艺，动作流畅自然，茶室中茶香四溢。

福建援疆宁德分指挥部依托校园，
搭建起茶文化交流与学习平台，利用每
周社团活动时间，为对茶文化感兴趣的
学生系统地传授茶文化知识。呼图壁县
第四小学学生热依扎·热斯别克开心地
说：“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习了茶文化、体
验了汉服文化，还可以一起交流唐诗宋
词，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我
很喜欢。”

2024年，在福建援疆工作队的协调
支持下，一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相继建
成并投入使用，昌吉州特色文化阵地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支持建成昌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厅、昌吉州科技馆等文化阵地；在全州建
成12个“福建援疆·百姓书屋”，升级打造

“刺桐国学书院”，建设高品质文化润疆
平台；福建日报社在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挂牌成立援疆工作室，福州首个媒体援
疆项目“融媒榕奇工作室”也正式挂牌，
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的媒体传播能力。

在加强宣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组织昌吉州各族干部赴福建开展

“丝路同源·智惠闽昌”系列活动，组织
全民健身、全域旅游、文明创建、文物骨
干等专题培训班，为昌吉州文化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
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以文化为
纽带，闽昌两地各族群众在一次次的交
流碰撞中，心越走越近，情越来越浓。在
昌吉州这片广袤大地上，一朵朵民族团
结之花正绚丽绽放。

新疆美食，无肉不欢。鲜肉如何才
能放得住、运得出、保得好？特色肉制品
怎样提升工业化水平，走向更广阔的市
场，是张春晖和他的团队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张春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中式食品加工与装备”创
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
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特色农产品梯次
加工利用与安全评价”团队特聘研究
员，曾在双汇集团技术中心工作长达
十年。作为从企业生产一线走出的科
学家，张春晖更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
与市场需求。“新疆地域辽阔，畜禽种
类多，屠宰季节较为集中，鲜肉一般要
冷冻入库保存，但解冻后品质会受到
影响。”张春晖说，为破解“存不住、放
不长、运不远”的产业技术瓶颈，团队
依据新疆畜禽肉的特点，研发了原料
肉保质保鲜的冷链技术。

“通常来说，0℃以下肉就开始冷冻
变硬了，传统技术只能在 0℃~4℃的环
境下保持鲜肉状态，而我们独创的低温
不冻结技术可以保证肉在-8℃时还是
软的，新鲜度非常好，而且能够存放156
天。”张春晖自豪地说，这是一项颠覆性
的技术，团队还在进行深入研究，希望
让保鲜温度突破-8℃，将保鲜时间延长
至180天。

攻克新疆优质畜禽肉的保质保鲜、
冷链物流技术难关，是让新疆美食“走

出去”的第一步。“很多人想吃到地道的
新疆美食，但目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无
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工业化、规模化、
智能化的加工方式。我们一直在挖掘新
疆地区特色菜肴传统工艺，开发新疆特
色的工业化菜肴产品，比如辣子鸡、大
盘鸡、手抓羊肉等。用工业的‘锅’来做
农业的‘菜’，把传统的厨师、厨艺、厨
房，变成工人、工艺、工厂。”张春晖介绍
说，工业化菜肴产品的难点在于如何守
正创新、传承品质。他引用了一句歌词，

“南苑卤香是舌尖上的故事”，用工业化
手段对传统美食进行复刻，如何保持传

统的品质、家乡的味道？“要解析它的风
味构成、风味来源，进行加工工艺的重
构，一定不能荒腔走板。”张春晖说。

采访中，张春晖对新疆的热爱溢于
言表，他笑着说：“新疆是我们的‘娘家’。
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举院援疆的‘前沿阵地’，作为农产品加
工的主要团队，我们希望把团队力量和
前期科研成果更好地转移转化到新疆
的实际产业需求中来。”张春晖积极选
送团队中的博士到昌吉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围绕产业布局、技术需求和企业实际生

产需求点对点培养人才。团队先后与
新疆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企
业开展技术合作，现主持自治区多项
重大课题，通过完善协同创新机制，
强化科技赋能，实现新疆畜禽加工产
业链协作增效和区域农业经济的整体
跃升。

“做科学研究不能自娱自乐，也不
能仅以兴趣为导向，要面向产业重大需
求。我们团队里有70多位科研人员，不
间断地在新疆开展工作，相信通过我们
的努力，一定能把新疆美食的金字招牌
越擦越亮。”张春晖笃定地说。

个人简介：

张春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中式食品加工与装备”创新
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
农业研究中心特色农产品梯次加工利
用与安全评价团队特聘研究员，长期从
事中式肉制品工业化、预制菜肴品质提
升、屠宰共产物高值化利用技术与装备
研发，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入选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英才，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肉羊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畜产品精深加工及贮藏运输岗位科学
家，“天池英才”特聘专家。兼任中国畜
产品加工研究会生化及综合利用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农产品加工产业科
技创新联盟预制菜专委会主任委员。

2024年福建对口援疆工作综述系列报道之四

捧着一颗热心 留下满庭芬芳
——福建省2024年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综述

□本报记者 左晓雨 陈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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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擦亮新疆美食的金字招牌
——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春晖

□本报记者 付艳阳 实习生 孙美凤

张春晖（中）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供图

2 月 11 日，新疆泰昆集团昌吉
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正在将成
品饲料进行出库装车。

新疆泰昆集团昌吉饲料有限责
任公司是西北地区单体最大的饲料
生产企业，年产能 70 万吨，产品畅
销全国。近年来，昌吉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注重龙头企业培
育、产业集群打造、知名品牌建设，
构建了集原料供应、物流运输、生产
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格局，
有力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

上产能 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王梦君报道：
新疆双杰新能源有限公司火力全
开，强势迎来“订单潮”。作为木垒
县新能源产业的核心配套企业，今
年首季度成功冲破 1 亿元订单大关，
为木垒县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2月17日，在木垒县新疆双杰新
能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
鸣，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争分夺秒，
一派繁忙景象。“现在接的订单挺多，
工作特别忙，但是心里感觉非常自
豪。我们要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为新能源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该公
司二次接线班长阿曼超力说。

新 疆 双 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投入生产，总投资
10 亿元，是一家集“源、网、荷、储”
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具备强大的生产能
力，每日可生产10台（套）设备。主要

供应“乌昌石”130万千瓦低碳园区项
目、木垒凯升60万千瓦风电项目、陕
投木垒4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

“目前，公司订单持续攀升，排产
已安排至 3 月底，全体员工全力以赴
保障新能源项目设备交付。”新疆双
杰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维琦
说。订单量持续攀升，公司制定了清
晰的发展规划。“第一季度订单金额
达 1 亿元，离不开木垒县优良的营商
环境以及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我们开
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将持续加
大新能源的研发投入，不断地满足市
场和客户的需求。”冯维琦说。

截至目前，在木垒县，东方电气、
泰胜风能、嘉晟能源等装备制造企业
均已全面复工复产。华电新疆、立新
能源、金风科技等新能源开发建设企
业也将计划在3月底之前全部实现复
工复产，全力推动 1000 万千瓦新能
源项目顺利并网。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尚佳敏
报道：连日来，昌吉市各农资生产企
业组织人力和机械，加大马力加快生
产各类农资，全力保障春耕春播农资
供应充足。

在昌吉市茂源民丰农业节水滴
灌带厂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着，加料、吹塑、拉伸、打点、包装、运
输，整个农资生产工作井然有序。生
产厂长方保江说：“目前有8条生产线
已开工，在加工过程中，我们严把质
量关，确保生产出的每一卷滴灌带质
量合格。”

该厂是昌吉市一家集科研、生
产、推广、服务为一体的滴灌带生产
企业。今年，承担了昌吉市佃坝镇、滨
湖镇和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6万亩
农作物的3.5万件滴灌带和200吨水
带的供应任务。目前订单不断，购销
两旺。该厂总经理王超振说：“截至目
前，共生产滴灌带2万件、储备滴灌带
2.5万件，其中水带200余吨，滴灌带
剩余 1 万件计划在 2025 年 3 月中旬
生产完毕。”

在昌吉市新昌塑地膜厂生产车
间 ，正 在 加 工 生 产 新 研 发 的 一 款
34GL 高强耐候地膜。该厂生产主管

戚莺琼说：“我们生产的34GL高强耐
候地膜，具有保温性强、保墒性能好、
强度高等优良特性。与普通地膜相
比，可以少浇一次水，亩增产比例高
达13.38%。”

该厂是昌吉市一家以生产地膜
为主的上规模农资企业，主要为农民
提供放心可靠的地膜产品。今年该企
业 计 划 生 产 34GL 高 强 耐 候 地 膜
5000吨。昌吉市新昌塑地膜厂总经理
张金海说：“目前已经生产了2700余
吨，已经接到的订单是1300余吨，主
要销往昌吉市、奎屯、石河子、沙湾等
地，其余 2300 吨计划在 4 月 20 日前
全部生产完毕，满足今年春耕市场的
需求。”

据了解，今年昌吉市计划种植农
作物65万亩，春耕生产需要各类种子
1220吨、化肥7000吨、农药80吨、地
膜 4200 吨、滴灌带 4500 吨、有机肥
25000吨。目前全市46家农资生产企
业正在加紧生产农资。截至目前，已
储备生产各类种子 3300 吨、化肥
1.05 万吨、农药 260 吨、地膜 1 万吨、
滴灌带1万吨、有机肥3万吨，能够满
足全市及周边县市农民的春耕生产
需求。

已产冬羔11万只，成活率超95%

呼图壁县迎来接羔育幼高峰期

本报讯 通讯员冯紫卫、李玉鑫
报道：眼下，正值越冬牲畜接羔育幼
的关键期，呼图壁县的冬羔生产有条
不紊，畜牧技术人员全力投入，为冬
羔顺利生产保驾护航。

日前，在五工台镇五工台村养殖
户李新兵家的养殖棚圈里，新生羊羔
活蹦乱跳，“咩咩”声此起彼伏。目前，
李新兵家已接冬羔58只，科学的技术
服务、充足的饲草料储备和精心的饲
养，使他家的母羊膘情好、羔羊健壮，
成活率高。“我们养的是萨福克，有93
只母羊，大概3月底就下完了。羊羔出
生一星期后开始喂料，大了以后再加
点苞米、豆粕。”李新兵说。

五工台村养殖户罗文新的羊群也
已成功产下56只小羊羔，当地畜牧技
术人员定期上门，为其提供专业的接
羔育幼技术指导。罗文新说：“羊羔（每

只）平均3公斤左右，草料很充足。”
据了解，每年 3 月前出生的冬羔

具有品质优良、出栏早、上市快等显
著优势，呼图壁县高度重视接羔保育
工作，动员养殖户提前谋划、尽早行
动，加强生产管理、饲养管理、饲草料
配备，加大对接羔育幼工作的技术指
导，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饲养管理、疾
病防治等实用技术服务，确保接羔保
育工作有序开展。五工台镇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畜牧办负责人英特·阿吾肯
说：“我们针对羔羊的常见病、呼吸道
疾病、肠道疾病、母畜孕期管理以及
饲草料营养配比等相关知识进行了
培训，切实提高了羔羊成活率。”

截 至 目 前 ，呼 图 壁 县 羊 存 栏
34.06万只，其中，生产母羊15万只，
已产冬羔约 11 万只，成活率超过
95%，预计冬羔产量将达到16万只。

储备种子3300吨，化肥1.05万吨

昌吉市农资企业生产忙

2月25日，吉木萨尔县双河村真富滴灌带厂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分拣滴
灌带颗粒。为保障春耕期间农资供应充足，该公司早动手、早安排、早规划，
今年计划生产滴灌带14000件、水带4000件，为农户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