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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装
药、定位、起飞、喷洒……”4月9日，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
一架植保无人机在奇台县大泉塔
塔尔族乡鑫达农业专业合作社飞
防员马东的操控下腾空而起，雾状
叶面肥随着气流均匀喷洒在绿油
油的麦田中，为小麦披上了一层健
康“外衣”。

大泉湖村种粮大户勉象奋站在
田边，目光随着白色无人机移动——
这架载着 70 公斤肥料的“空中舞
者”，正以每秒10米的速度在麦田上
空飞行，进行智能化施肥作业，一幅
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正徐徐展开。

“这架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
机，可以按照设计好的线路喷施肥
料，还能实时生成苗情监测图，为
农业精细化管理提供帮助。”马东
笑着按下遥控器，无人机立刻调整
航向，在阳光中划出一道优美的
弧线。

提起植保无人机，勉象奋赞不
绝口，他告诉记者：“我种了7100亩
冬小麦，植保无人机一天喷洒1500
多亩地，现在喷洒的是叶面肥和矮

壮素，相比传统人工作业方式，植保无
人机喷洒均匀，有效避免了漏喷和重
喷，防治效果更好。”

无人机“飞防”的普及，离不开政策
支持。今年，奇台县将统一发放小麦“一

喷三防”补助资金，每亩补贴5.59元，覆
盖 59 万亩麦田，总金额 319 万余元。春
管期间，奇台县还通过“空中课堂”加强
对无人机飞手的培训，同时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推广示范等方

式，鼓励农户采用无人机进行春管
作业。

正值小麦返青季节，不仅是小
麦拔节的关键期，也是小麦化控和
水肥管理的关键时期。奇台县抢抓
时机，全力以赴开展小麦化控作
业，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麦田里，奇
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王燕正在查看土壤墒
情、小麦苗情，现场“把脉问诊”。

“我们全程为种植户提供优质技术
服 务 ，助 力 粮 食 大 面 积 单 产 提
升。”王燕说。

作为农业大州，近年来，昌吉州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智能
农机装备和北斗导航精准作业技
术，积极引进优质高产小麦品种，让
农户实现科学田间管理，促进农业
生产提质增效，为粮食丰产丰收提
供了坚实保障。

今年，昌吉州 148 万亩冬小麦
长势良好，化控工作已全面开启，
全州预计出动1300架台植保无人
机 ，对 冬 小 麦 进 行“ 一 喷 三 防 ”
作业。

本报讯 通讯员朱文斌、张伟继
报道：随着天气转暖，玛纳斯县80万
亩棉花陆续开播，田间地头农机轰鸣，
一派繁忙景象。

4月11日，在北五岔镇大庙村经
济合作社的高标准条田里，两台搭载
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沿着
预设线路匀速前行，同步完成铺设地
膜、布设滴灌带、精量播种等工序。这
种机械化作业模式不仅提升了春播
效率和精准化，也为后续田间管理和
采收提供了便利。

“今年，我们合作社计划种植棉
花2万亩，全程采用北斗导航系统精
量播种，预计10天就可以完成播种。”
北五岔镇大庙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李静说，“目前我们种植的都是高标
准农田，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和水肥
一体化管理，省时省工又省力。”

为提升春播质量，玛纳斯县近期
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进行现场
技术指导。北五岔镇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干部胡鹏鹏说：“今年，北五岔镇以
粮棉大面积单产提升工程为抓手，在
棉花种植过程中，大力推广北斗导航、
无人机‘飞防’及合作社‘六统一’管理
模式，力争籽棉亩均产量达到600公斤。”

作为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
地，近年来，玛纳斯县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基础，依托国家数字种植业创
新应用基地，采用新技术，提升棉花
产量和效益。今年，全县棉花种植机
械化应用率达到98%，预计4月20日
前全部完成播种任务。

新春新气象好开局

昌吉州148万亩冬小麦化控工作全面开启
全州预计出动1300架台植保无人机，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4月9日，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飞防员马东操控无人机为冬小麦喷
洒叶面肥。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4月11日，在玛纳县北五岔镇大庙村经济合作社的高标准条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进行棉花播
种作业。 □朱文斌摄

玛纳斯县80万亩棉花陆续开播

4月8日，新疆恒泰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泰建材）智能化厂区一
派繁忙景象：新能源搅拌车鱼贯而出，
满载高性能混凝土驶向建设工地；全自
动检测系统对原料进行精准筛查，数字
大屏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这家扎根昌
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的科技型
企业，与同济大学、新疆工程学院等高
校携手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立技
术研发优势，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目
前，恒泰建材已占据全疆混凝土市场
10%的份额。

作为昌吉州绿色建材的领军企业，
恒泰建材构建起集环保混凝土、干混砂
浆、建筑外加剂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条，其核心产品十年蝉联昌吉市预
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红榜榜首，累计
为全疆百余个重点工程供应超千万立
方米优质商砼。

“在看似传统的混凝土行业，科技
创新才是破局密钥。”新疆恒泰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强指着智慧
中控系统介绍，企业通过校企协同创
新，在工艺流程智能化、固废资源化利
用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科研成

果转化收入逾250万元，技术储备覆盖
未来五年发展需求。

在恒泰建材自治区级工程技术
中心，新疆工程学院教授黄超正带领
团队攻关“建筑固废多维度绿色再生
新型材料”项目。实验室内，智能养
护箱闪烁着参数代码，显微镜下再生
骨料的微观结构清晰可见。“我们研
发的再生混凝土强度达到 C40 标准，
每立方米可消纳建筑固废 800 公斤，
真正实现‘城市矿山’的绿色重生。”
黄超表示，团队已布局 4 项产学研合
作项目，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率突破
70%。

质量管控体系是这家“隐形冠军”
的制胜法宝。从原料进场溯源到配合比
智能优化，从出厂三级检验到工地浇筑
指导，企业构建起全链条闭环管理体
系，成为保障产品质量的关键。新疆恒
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孔令
莉展示的电子质保书显示，每个批次产
品均可实现28天强度追溯。“我们不仅
供应建材，更为城市地标注入质量灵
魂。”孔令莉说。

创新基因深植企业发展脉络。十年
间，恒泰建材累计获得专利24项，主导
编制2 项国家行业标准，相继获评自治

区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

本报讯 记者杨健、通讯员祁世
柱报道：4月11日，国网新疆昌吉供电
公司在昌吉州芨芨湖220千伏芨庙西
线成功实现疆内首次无人机带电安
装相间间隔棒作业，在输电线路风偏
故障治理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此次创新采用大载重无人机远
程自锁型相间间隔棒连接夹具，作业
人员通过显示屏实时监控定位数据，
无人机自主完成间隔棒抓取、定位、
安装全流程，免除人工登塔和近电作
业。同时，本次作业采用定制化新能
源无人机作业专用四驱车搭载大载
重多旋翼专用吊装无人机，实现不同
作业现场的运输及补能需求。

据了解，该公司负责昌吉州 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267条，6616.35
公里的运维检修，线路架设多途经山

区、戈壁，每逢大风天气，风偏故障给
输电线路运维带来严峻挑战。常规通
过加装相间间隔棒来减少故障发生，
而传统相间间隔棒安装需在停电状态
下进行，作业人员需携带三十多公斤
设备攀登几十米铁塔，再通过绝缘子
串进入安装位置，在面对大高差、大跨
越区段，大风天气和导线摆动的作业
环境，存在极大安全风险且费时费力。

“无人机带电安装相间间隔棒技
术，相较传统作业方式，可实现线路
免停电、单档作业时长由2-3小时缩
短至15分钟，同时作业人员也由原来
的5至6人减少至2人，大大提高了作
业效率和人员作业安全性，对维护风
区新能源外送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具
有重大意义。”国网昌吉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中心技术专责杨万里说。

昌吉供电公司实现全疆首次

无人机带电安装相间间隔棒作业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恒泰建材：科技密钥开启“城市矿山”再生宝藏
□本报记者 刘茜 李柏林 通讯员 宋华敏

4月8日，新疆恒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自治区级工程技术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材
料实验。 □本报记者 刘 茜摄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张
楼、张圆圆近日从新疆蓝山屯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这家公司今年预
计生产4000吨生物降解地膜销往全
疆，投入春耕生产，减少农田残膜污
染，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生产
与生态保护双赢。

“这地膜用完了不用捡，风吹日晒
几个月，它就自动‘化’在土里，变成水
和二氧化碳，还能给土地增加营养。”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央
研究院研发二部部长郝海宾拿起一片
薄薄的生物降解地膜向记者介绍，现
在新疆大面积使用的PE地膜用完后
还得人工回收，否则残留在田里很长
时间都不腐烂，难以降解，造成土地
污染。

从2012年起，新疆蓝山屯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等国内科研
院校合作，一起研究攻关，还先后承担
自治区、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研发了

差异化生物降解地膜生产技术，推出
适用不同作物的降解地膜新产品，并
把“会消失的地膜”做成了产业链。目
前，该公司生产的差异化生物降解地
膜已进入甘肃、青海、宁夏、四川、贵州
等11个省（自治区）的农资销售市场，
覆盖耕地 100 多万亩。生物降解地膜
的亩均成本为100元-160元，综合亩
均增产效益和残膜处理费用等因素，
马铃薯、加工番茄、甜菜等作物生物降
解地膜亩均成本低于PE地膜，其他作
物基本持平。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院长助理黎万丽说：“我们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品类、高品质的
可降解材料，已形成了年产37万吨生
物降解地膜专用树脂产能。今后，我们
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深化产学
研合作，推动生物降解材料在农业、包
装、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让环保产
品走进日常生活。”

蓝山屯河

今年计划投放4000吨“会消失的地膜”

运行时间压缩约10小时

新疆始发快递电商班列提速

据新疆日报报道 4 月 10 日凌
晨，一列满载电商快递包裹、化工品等
货物的快递电商班列从乌鲁木齐三坪
站始发开往西安，此趟班列全程运行
时间压缩约10小时，标志着新疆始发
快递电商班列首次实现提速升级。

自2024年3月26日开行首趟西
安国际港至三坪站X387次快递电商
班列后，新疆铁路部门于2025年1月
5日开行首趟三坪站至西安国际港电
商班列，实现两地间双向循环对开，
这也是新疆首条出疆快递电商班列
线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
三坪站至西安国际港间往返快递电
商班列线路列为全国快捷物流产品
示范线，4月10日起实施2025年第二
季度列车运行图后，三坪站至西安国
际港快递电商班列开始提速升级。

提速升级后，该班列运行时速由
90 公里调整为 120 公里。“时速提升
后运行时间压缩约10小时，能够满足
对运到时效要求较高的电商快递市
场需求，为快递出疆提供了新动能。”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货运部生产科科长王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