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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昌吉客户端

CHANGJI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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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经过 1 年
多的试运行，近日，新疆首个地州级智
慧林草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智慧林草平台）在昌吉州正式启用。这
张覆盖全州林草资源的“智慧网”，依托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为绿洲与荒
漠交织的生态版图勾勒出数字守护的
全新图景。

4 月 10 日 11 时 17 分，兵团第八师
150团5连，修剪后的枯死树枝在微风中
蹿起火苗。150公里外的昌吉州森林草原
防火中心，巡查员通过智慧林草平台监控
画面精准锁定险情，一键触发应急响应。

玛纳斯县森林草原消防应急分队与
护林员闻令而动，半小时内完成隔离带
开挖、明火扑灭及隐患排查，上演了一场

“发现快、响应快、处置快”的防火实战。
“我们在全州范围内布设了47路高

清摄像头，并将其接入智慧林草平台的
林草安全防火模块，实现了24小时‘云巡
护’。”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火中心副主任
对山开勒得·日合木江介绍，这套系统如
同“千里眼”，不仅能自动识别烟火，还可
通过历史数据预判高风险区域，让防火
工作从“被动扑救”转向“主动预防”。

5月15日，昌吉州林草局多功能厅，
电子大屏实时跳动着各类数据：卫星遥
感影像清晰勾勒出林草资源的覆盖态

势，无人机实时回传林草资源的监测预
警，地面物联网设备紧紧盯守着病虫害
动态与气象变化等关键数据……

“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坐在
办公室就能‘云巡护’。”昌吉州林草局
草原管理科科长苏杰打开智能管护模
块说，“这个平台整合了1个卫星数据、
51 个高空云台、67 套林草终端监测设

备、1 架无人机和 560 多名护林员的实
时数据，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系，实现林草资源精准管理。”

记者了解到，智慧林草平台应用模块
设计由新疆林科院现代林业研究所根据
昌吉州林草资源保护管理工作实际量身
打造，平台集成云计算、AI识别、物联网等
前沿技术，构建起涵盖资源监测、防火预

警、病虫害防控、林长制考核等七大模块
的数字化管理系统，通过“数据对接”整合
州县部门、设备及业务数据，全面掌握资
源动态，推动管理效能数字化提升。

2024 年，智慧林草平台凭“数据要
素x”的创新应用，接连斩获自治区数字
化科技进步奖与“数据要素x”大赛现代
农业类三等奖，成为全疆林草领域数字
化转型的标杆。

“从‘人巡’到‘智巡’，变的是管护手
段，不变的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州
林草局资源管理科科长周彬说，“智慧林
草平台的启用标志着昌吉州林草治理正
式迈入‘数字时代’。我们将以平台为支
点，推动数据资源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
不仅要让‘智眼’看得更广、更准，还要让
护林防火、资源培育、生态修复等工作更
精、更细，真正实现‘用科技管绿、以数字
护绿、靠智慧增绿’。接下来，我们将重点
推进偏远区域监测设备全覆盖，探索

‘AI+生态修复’等创新应用，让科技赋能
生态保护的‘昌吉经验’辐射全疆。”

目前，昌吉州坐拥1543万亩郁郁森
林、7038万亩广袤草场、1167万亩自然保
护地，790余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
智慧林草平台的全面运行，成为天山北麓
生态屏障坚实的“守护者”，为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科技答卷。

本报讯 记者常建洋、通讯员朱含
雪、马慧报道：5月13日，新疆西域春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迎来一群“访客”，他们
是由呼图壁县13个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组
成的联合执法组。只见执法人员用手机
扫描张贴在公司大门上的一张“庭州执
法监督码”，企业名称、生产经营情况等
信息立即显示出来……这是昌吉州推行

“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带来的变化。
2月至4月，昌吉州从规范涉企执法

检查、提升监管效能入手，以“互联网+监
管”为突破口，建设了集检查计划管理、
任务派发、过程记录、结果分析于一体的

“庭州执法监督码”智能监督平台，实现

“一码管查、信用赋能”的监管升级。该平
台分为微信小程序和后台两部分，执法
人员入企检查时，需要用手机扫描“庭州
执法监督码”，如实填写企业名称、执法
部门、执法人员、检查事项、检查结果等
信息，实现了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可追
溯、执法结果互认和数据共享，有效避免
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执法乱作为等行
为，对执法部门形成了有效监督约束。同
时，平台后台搭建了数据监督分析模块，
通过对检查数据分析生成企业“风险画
像”和“效能画像”，及时提醒执法部门加
强对企业高风险领域实施靶向监管，提
高服务能力和监管效能。

“今年，昌吉州针对企业反映的检
查频次高、流程不透明等问题，将多个
执法部门的122项高频检查事项整合为
25 项，还建立‘综合查一次’机制，推动
涉企执法检查频次同比下降 40%以
上。”呼图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马成说，呼图
壁县还将根据州上的要求持续深化改
革，以信息化手段保障企业专心经营、
踏实发展，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数字化力量。

“扫码入企”新模式，让西域春乳业
副总经理欧国兵大发感慨：“过去，十几
个部门的执法人员轮番到企业检查，耗

时耗力，企业为其所累。现在缩减了检
查频次，不仅提高了执法效能，企业也
因此减轻了负担，能将更多的精力、资
源投放在生产经营上。”

4月底，昌吉州“扫码入企”智慧监管
模式已在吉木萨尔县和呼图壁县试点，
计划6月前在全州推广，覆盖全州所有的
企业。在此基础上，昌吉州还在企业里设
立了123个执法监测点，企业人员可以扫
描“庭州执法监督码”直接反映问题。

昌吉州司法局局长李广说：“该模式
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行政执法理念的变
革。这种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涉企执法监
管模式，让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新疆首个地州级智慧林草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在昌启用

昌吉州林草资源开启“云端守护”新时代
卫星+无人机+人工智能构建全天候防护网

5月15日，昌吉州林草局多功能厅，巡查员正在通过智慧林草平台“云巡护”。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典范地州·强营商环境

昌吉州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
有效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执法乱作为等行为

5月17日，农机在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幸福村的玉米地里喷洒农药。当前正值玉米生长期，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种植户科学用药，防治病虫害，保障丰产丰收。 □本报记者 陶维明摄科学田管

今日评点

旅游安全岂容“拖鞋式”敷衍？
□王新斌

旅游业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
生产业、幸福产业。高质量的文旅体
验、优质的旅游服务最能打动游客。近
日，笔者出差入住一县城宾馆，对旅游
安全管理有一点建议。宾馆客房提供
的一次性拖鞋，几乎没有防滑性，在卫
生间瓷砖地面行走极易滑倒，询问前
台，服务人员竟以“塑料拖鞋不卫生”
为由，拒绝为住客提供塑料拖鞋。这一
现象，反映出部分旅游服务企业安全
意识的不强，亟待强化。

对于宾馆而言，提供安全、卫生
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是服务的底线，
更是对游客负责的基本体现。卫生间
作为滑倒事故高发区域，一次性拖鞋
的防滑性能直接关乎消费者人身安
全。涉事宾馆以“塑料拖鞋不卫生”为
由拒绝提供替代方案，实则是将经营
便利置于安全责任之上。卫生隐患可
通过规范消毒流程化解，而安全漏洞
却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种本末
倒置的决策逻辑，暴露出企业风险意
识的淡漠与服务理念的错位。若因防
滑措施不到位导致游客受伤，不仅会
给游客带来身心痛苦，也会损害整个

地区的旅游形象。须知，旅游市场的
“长红”密码，恰恰就在这些微观场景
的精细化运营之中。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各地都在
积极筹备，期望吸引更多游客，提升
旅游收入。然而，倘若服务质量跟不
上，安全意识不到位，一切努力都可
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游客在
异地他乡遭遇安全隐患，损害的不仅
是个体权益，更会形成“破窗效应”，
侵蚀区域旅游品牌的整体信誉。优质
的旅游服务，更应体现在细节之处，
体现在对游客需求的精准把握与积
极回应上。从提供防滑拖鞋，到确保
房间设施完好、卫生整洁，再到服务
人员热情周到的态度，都是构成优质
服务体验的重要拼图。

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服务已进入
“细节制胜”的新阶段。从一双拖鞋的温
度，到一座城市的温度，中间隔着的是
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唯有将安全责任
镌刻于服务基因，让细节温度浸润每个
触点，方能真正实现“头回客”变“回头
客”，“流量”转“留量”的良性循环，推动
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5 月
15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
的“大国工程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
走进昌吉州，来自中央和新疆媒体记
者组成的全媒体报道团队采访报道
了昌吉州重点电力产业项目。

“大国工程”是由国家层面主导
推动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
响力的超大型工程项目。本次主题采
访活动聚焦新疆在西气东输、西电东
送、疆煤外运“沙戈荒”新能源基地以
及交通、水利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
全景式呈现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突破性
成就。

当天上午，该全媒体报道团队来
到国网新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
天山深处，海拔落差在400多米的抽
水蓄能电站让人眼前一亮，他们纷纷
围住工作人员了解项目情况：该电站
是西北地区首座投产的抽水蓄能电
站，每年能够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6亿
千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49.6万吨，自
投产以来，发电量超过17亿千瓦时、抽
水电量超过21亿千瓦时，充分发挥了
抽水蓄能电站调峰、调频、储能等功
能，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牛朝阁是第
一次来新疆，手中的相机和采集设备
从头到尾忙碌不停。他说：“在国内其
他省市采访很少见过这种场景，抽水
蓄能电站依山傍水且低碳环保。最重

要的是，这里的建设者在几乎与世隔
绝的深山建设这么大的工程，专心致
志干一件事，让人钦佩，扎根西部、建
设新疆这种精神令人鼓舞。我会持续
关注这里，做好深度报道。”

当天下午，该全媒体报道团队走
进昌吉—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100千伏昌吉换流站项目所在地，实
地深入解读这座世界电压等级最高、
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
平最先进的换流站的“送电密码”。该
站每年可向华东地区送电超过620亿
度，可同时点亮4亿盏30瓦的电灯，满
足华东地区300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
求，可减少燃煤运输3024万吨。如果
用火车运力来计算的话，这些煤炭需
要2.5万列20节车皮的列车拖运……
鲜活的数据令媒体记者十分振奋。

各媒体记者纷纷表示，昌吉州
“大国工程”电力产业项目规模宏大，
意义深远，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他们将借助新技术和新平
台，综合运用直播、图文、图表、音视
频、互动等多元化表现手法，持续推
出生动鲜活的全媒体精品力作。

“还是得来现场看，来之前网上
查了些资料做了些功课根本不够，现
场感受远超预期。这些工程不仅实现
了能源高效利用，更带动了当地就
业，改善了民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惠民工程。我们记者要把这样好的故
事、好的经验报道出去、传播出去。”
新华社摄影记者徐宏岩说。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大国工程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昌吉州
聚焦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疆煤外运“沙戈荒”新能源基地等重大工程项目

5月15日，“大国工程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昌吉州。图为全媒体报道团
队在昌吉—古泉±1100千伏昌吉换流站采访。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