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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太美了，
空中的景色简直绝了！”近日，在木垒县照
壁山乡平顶山村，当无人机掠过苍穹，苍
翠山脉与阡陌梯田撞入镜头，“新疆农信·
农商银行”航拍新疆大型全媒体采风团的
飞手们连番发出赞叹，这里的1.2万亩旱
作农田正以大地为画布，用四季更迭的色
彩诠释着乡村振兴的诗意表达。

木垒县南部丘陵区的旱作农业历
史悠久，以种植鹰嘴豆、豌豆、小麦等作
物为主，并且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山旱田
农耕文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
程中，这里春吐新绿、夏涌花海、秋染麦
浪、冬披雪氅的周期性色彩变幻的山旱
田生态画卷，让农旅融合发展找到了正
确打开方式——走绿色发展之路，发展

“美丽经济”。
2017年，木垒县筹建伴山公路，引珠

成串，将境内南部山区4个乡镇13个村
落编织成旅游网络。这条全长百公里的
生态廊道，不仅布局建设了34个智慧停
靠站和8个观景平台，更以平顶山万亩山
旱田为核心构建三级旅游环线。“万亩山
旱田串联起全县12个景区景点，沿线配
套建设的325个旅游导示牌，让游客在旅
途中处处都能感受到贴心服务，增添了
许多旅游乐趣。”木垒金蒲全域文化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童说。

路修好了，乡村旅游也随之发展起
来。木垒县积极鼓励农民将自家民居改
成民宿、度假村，当地农民从之前的靠
天吃饭，到如今吃起“旅游饭”，日子过
得更红火。

在平顶山村云端观景台旁，家家户
户民宿的落地窗将旱田全景尽收眼底；
院落的烤肉架飘出烤肉香气，往来游客
循着香气驻足探看——农家院落也成为
别致的风景。“目前，光平顶山村就有9家
民宿和9家农家乐，他们户均年收入超过
20万元。”木垒县照壁山乡副乡长玛柯芭
莉·夏里甫汗介绍，万亩山旱田火爆“出
圈”，带动全乡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双湾

村为例，该村围绕山旱田主景区连续几
年打造了200亩彩色田园综合体、百合
花海和黑加仑果园，形成景观互补，实现

“淡季不淡”的生态旅游格局，去年吸引

自驾游客超过1万人次，带动周边12户
农家乐户均月增收3000元。

“我们将做大做强万亩山旱田旅游
名片，继续强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

更优质和周到的服务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打卡。”玛柯芭莉·夏里甫汗说，去年
全乡接待过境游客15万人次，今年有望
突破20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5月16日，
昌吉市2025年抗震救灾实战“双盲”演
练在硫磺沟镇楼庄子村举行。此次演练
由昌吉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抗震救灾指
挥部办公室承办，以“不定具体时间、不
定具体场景”的全流程“双盲”模式，检验
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此次演练模拟场景为：昌吉市硫磺
沟镇楼庄子村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
度15公里，导致当地部分房屋倒塌、人
员被困、山体滑坡阻断交通，同时引发
电力中断、通信瘫痪等次生灾害。

“灾情”即命令。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接报后，立即向昌吉市委、市政府汇报，
完成震情核实并启动地震Ⅳ级应急响
应。昌吉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灾区前沿
设立现场指挥部，同时在市应急指挥中
心成立总指挥部，通过卫星电话、图传
设备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指
挥网络。消防、公安、卫健等救援队伍首
批抵达，同步开展建筑搜救、伤员转运、
群众安置等工作；市发改委与硫磺沟镇

政府调运救灾物资至阿什里乡应急避
难所；市工信局协同通信运营商实施通
信抢修；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等部门对X125线楼庄子
水库盘山公路周边山体滑坡进行清理

和勘查；州地震局启动余震监测……各
救援单位按应急预案完成“人员集结—
机动投送—现场处置”全链条响应。

“从接报震情到启动响应仅用了 8
分钟，三级指挥体系实现无缝衔接。”昌

吉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和风险监测科
（地震科）科长单田介绍，此次演练首次
实现市、乡、村三级联动指挥，累计投入
救援人员200余人次、设备100余台，检
验了“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的
应急机制。

抵达灾区后，各救援单位协同开展
警戒区域设置、帐篷搭建、被困人员搜
救、重要物资转移、通信电力抢通等9项
实战科目。经过紧张有序作业，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工作完成，交通、电力、通信
等重要基础设施抢修完毕，灾区生活秩
序基本恢复，演练圆满结束。

昌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锐表示，
作为全流程“双盲”演练，此次演练就是
要倒逼各单位从“被动参演”转向“主动
应急”，重点检验《昌吉市地震应急预
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昌吉市将以
此次演练为契机，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通
信盲区、物资储备缺口等问题，加快修
订应急预案，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
真正实现“演练一次、提升一步”。

5月的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以下简称昌吉国家高新区），数字化
转型浪潮正重塑着传统车间的生产线。
在一个个智能工厂的数字化大屏前，跳
动的数据勾勒出产业跃迁的新图景。据
昌吉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园区预计有60家企业实施数字化
转型，进行设备智能化改造、精益化管
理升级，助力园区工业结构加速向“高、
新、精”转型，构建起“智造”新生态。目
前，首批4家企业已通过验收。

在新疆可耐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可耐金新材料）生产车
间，机器声轰鸣作响，各条生产线正以每
天20万平方米的产能高效流转，数字大
屏实时显示设备运行、能耗监测等重要
信息。从聚酯切片喂入到胎基布成品输
出，经过结晶干燥、熔融纺丝、铺网、浸

胶、成品下线等生产工序，一卷卷聚酯长
丝胎基布经过自动化包装，被整齐码放
在出库区，等待出库发往全国各地。

作为新疆非织造布行业龙头企业，
可耐金新材料有两大类20多种产品，年
生产能力1000万平方米。公司防水卷材
生产规模位居全疆第一，产品覆盖全国，
在中亚市场卓有建树。“今年公司投入64
万元进行智能化改造后，通过MES管理
系统对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
物料管理进行精准调度，实现了工艺成
本降 10%、人力成本降 20%、良品率升
5%的‘两降一升’，预计年节约成本逾百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吴放飞指着实时更
新的生产数据说，目前聚酯长丝胎基布、
土工布以及防水材料等6条生产线全速
运转，订单已排至6月，预计年销售收入
将突破1.2亿元，较去年翻番。

在 10 公里外的新疆亚盛格食品有
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以
每小时 9000 根的速度生产烤肠。这家
刚完成“小升规”的企业，通过全流程数
字化改造实现产能提升30%、人力成本
降低 60%。董事长彭建军介绍，每条产
线仅需 3 名操作工，真空包装后的产品
经智能分拣系统精准入库，日产量达16
吨。同时，所有生产流程均实现在线可
查，大大降低了管理和生产成本，今年
年产值预计突破6000万元。

两家企业的智能蝶变，折射出昌吉
国家高新区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布局。

昌吉州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第二批试点城市，引导和推动全州
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经
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加快推
进新型工业化。昌吉国家高新区计划到

2026年底，面向有色金属、现代化工、新
材料、电力装备、食品纺织五个细分行
业的中小企业分三批推行数字化改造，
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及以上。

昌吉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科技局
工信科科长赵仕锦介绍，今年，高新区
建立数字化转型培育库，构建起“储备-
改造-示范”的梯度推进机制，目前入库
企业 116 家，覆盖装备制造等 4 大重点
行业，已完成44家数字化平台申报。

数字化转型是场持久战，需要政企
协同破题。赵仕锦介绍，针对企业“不想
转、不会转、不敢转”的痛点，昌吉国家高
新区打出政策组合拳：设立专项扶持资
金，推出“轻量化改造包”降低门槛，搭建
产学研平台促进技术转化，实施“企业上
云”培育标杆行动，推动园区工业结构更

“新”、质量更“优”、动能更“强”。

据新疆日报报道 近日，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手册

（2.0）》（以下简称《工作手册》），提高
民营企业政策知晓率，推动新疆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作手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全力支持新疆民营经
济做强做优做大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统梳理了自治区各部门制定并公开
发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
措施，以帮助民营企业应享尽享政策
措施。主要分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
述精神、法律法规、政务服务、公平准
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
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

“《工作手册》将推动新疆不断完

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便利
民营企业及时了解适用各项政策。”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处
处长李海说。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政策
“组合拳”的全方位护航。近年来，自治
区各部门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支持企业
创新发展等方面精准发力，为推动自治
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数据显示，2024年，民营经济约占
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四成。截至2025
年2月底，全区民营企业52.01万户、个
体工商户198.0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4.39万户。新疆民营企业呈现出活力
持续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外贸发
展主力军地位日益巩固的特点。

本报讯 通讯员刘旭、杜川江报
道：近日，在吉木萨尔县2025年玉米密
植及无膜播种现场，二工镇种植的无膜
密植玉米，引起与会人员的关注。通过

“技术示范+环保宣讲”的形式，推广无
膜种植新模式，吸引全县各乡镇技术人
员以及当地农户参加观摩交流。

在现场会观摩区，农业技术人员
展示了无膜播种的核心技术：通过智
能播种机实现“一穴一粒”精准作业，
较传统覆膜种植节省种子30%，避免
了因地膜覆盖导致的种子浪费；在玉

米行间铺设滴灌带，结合土壤墒情监
测数据，实现“按需供水、精准施肥”，
较传统漫灌节水50%以上。

据介绍，二工镇种植的 200 亩无
膜密植玉米，每亩地使用4公斤地膜，
全年可减少地膜使用800公斤，相当
于减少白色污染面积2个标准足球场。

该镇海子沿村村民刘玉林说：
“往年买地膜、铺膜每亩要多花80元，
收完玉米还要捡地膜，累人还污染了
土地。现在无膜播种加上智能播种机
和节水增效，省时又省力。”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眼
下，昌吉市优质机采棉全部出苗显
行，长势喜人，开始进入田间管理的
关键时期。昌吉市农业农村部门安排
专人和机械指导棉农做好机采棉中
耕封土田间管理。

5月14日，在昌吉市宗泽棉花种植
专业合作社承包的超宽膜优质机采棉
田里，1台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超宽膜
棉花中耕机按照导航路线来回穿梭，对
棉田进行中耕封土作业。农机手于守伍
说：“我身后的这台机子一天可以作业
300亩左右，工作效率高，中耕质量好，
是我们农民种棉花的好帮手。”

昌吉市宗泽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去年在昌吉市大西渠镇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技术员的指导下，使用了超宽加
厚膜棉花种植技术，棉花平均亩产超
过了560公斤，为合作社带来了551万
元的收入。今年合作社沿用了这项技
术，并扩大了种植面积。昌吉市大西渠
镇龙河村宗泽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于金刚说：“今年我们多举措做好
田间管理，促进棉花产量、质量稳步提
升，为社员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从 5 月 7 日出苗显行以来，昌吉
市农业农村部门共安排 32 名技术人
员、500 架北斗导航棉花中耕封土机
械，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跟踪服务。目
前，这项工作正在井然有序开展。

4月28日7时许，晨光熹微。在昌
吉市建国路街道六工庙巷，今年52岁
的蒲小军拿着扫帚，利落地清扫着落
叶、纸屑等杂物。看到粘在地上的口
香糖，他就蹲下来，用小铲子一点点
清理干净。

环卫工人的工作枯燥且辛苦，日
复一日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蒲小军
每天需要徒步10多公里清扫街道，弯
腰上千次捡拾垃圾。不仅如此，还要忍
受垃圾散发的异味和扬起的粉尘。遇
到较难清理的垃圾，他还要徒手清理，
一不小心就会被尖锐的废弃物划伤。

蒲小军时常会被一些温暖的瞬
间所感动。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正
埋头清理落叶，突然有个小男孩拍了
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幅画。画的正

是在清扫落叶的蒲小军，旁边写着四
个大字——“城市超人”。那一刻，他
的眼眶湿润了。还有一次，在一个炎
热的午后，蒲小军正忙着整理分类垃
圾桶，一位路人匆匆向他走来，递给
他一瓶矿泉水，并向他致谢。就是这
些小小的善意和无私的关心，让蒲小
军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从业两年多，蒲小军也见证了环
卫行业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加入环卫队伍，清洗车、清运车等
机械承担了主干道的清洁工作，护栏
清洁也实现了自动化，既提高了工作
效率，也保障了环卫工人的安全。政
府和企业向环卫工人提供防暑保暖
物资，工会积极设立爱心驿站，这些
都极大地改善了环卫工人的工作条
件，也坚定了蒲小军干好这份工作的
决心。幸福源于劳动，劳动最光荣。尽
管每天汗流浃背、满面风尘，但看着
越来越洁净的城市，蒲小军信心满满
地说：“在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下，在
我们环卫工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
城市将更加整洁美丽。”

昌吉市2025年抗震救灾实战“双盲”演练举行

8分钟启动响应 市乡村三级指挥体系无缝衔接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地震演练中，医护人员为“受伤群众”包扎“伤口”。 □本报记者 杨 鹤摄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工厂请来“数字管家”生产提速又增效
——昌吉国家高新区打造数字化转型新引擎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宋华敏

航拍新疆·走进昌吉

木垒县平顶山村：万亩旱田孕育“美丽经济”

夕阳下的木垒县照壁山乡平顶山村。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无人机镜头下的木垒县照壁山乡云端观景台。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万亩旱田与远处雪山共同构成美丽奇景。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新疆印发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工作手册

吉木萨尔县

推广玉米种植新模式

昌吉市

机采棉开始中耕封土

蒲小军：

以帚为笔，绘就城市整洁画卷
□本报实习记者 保娜 文/图

4月28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六工庙巷，蒲小军正在清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