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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近日，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航拍新疆大型全
媒体采风团走进木垒县雀仁光伏区，飞
手们操作无人机升空，镜头里蓝色的光
伏板绵延数里，一眼望不到头，场面极
为震撼。

“这里一共有600万块光伏板，占地
面积8.5万亩，总装机容量223万千瓦。”
木垒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赵吉刚指着眼前成片的光伏板说。

地处天山脚下的木垒县，全年空气
优良率达99.4%，有效光照时长1600—
1800 小时，拥有 4200 平方公里优质风
场。依托风光资源禀赋，木垒县“追风逐
日”，分别规划了雀仁、四十个井子、老
君庙、大石头等5个风电规划区，全力发
展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全产业
链条。

截至2024年底，木垒县规划新能源
规模8058 万千瓦，其中风电3050 万千
瓦、光伏5008万千瓦，已获批2511万千
瓦，实现新能源装机容量达 1038 万千
瓦，率先在全疆建成首个县级千万千瓦
级新能源基地。

目前，木垒县正着力构建“风光氢
储配维算”七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生
态，通过在风光电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拓链，已经吸引了全国69家新能源
产业上下游企业落户。东方电气在此投
建的年产300万千瓦山地风电基地，不
仅填补了新疆大型风机叶片制造空白，
其承建的百万千瓦级山地风电场年发
电量还满足了 7 个县域用电需求；凌远
重工、泰盛风能等企业聚焦风机主轴、
齿轮箱轴承等核心部件，构建起风电高
端装备制造集群；双杰电气、嘉晟能源
等企业在内部健全完善了从光伏板组
件到变压器的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
木垒县加速推进氢能制备、储能调峰项
目，依托3座750千伏变电站和38座新
能源升压站，打造多能互补的智慧能源
系统，为各个企业“追风逐日”提供更加
便利条件和优质服务。

“今年，木垒计划新增风电装机容
量900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100万千
瓦。项目建成后，全县风电、光伏总装机
容量将分别达到1700 万千瓦和300 万
千瓦。”木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记陆秀蓉说。

本报讯 记者毛瑞芳报道：5 月 16
日，黑比诺、维欧尼和长相思3个新引进
的国际优质酿酒葡萄种苗，被栽种在位
于昌吉市三工镇的印象戈壁葡萄酒庄
试验基地。这标志着昌吉市开始突破常
规酿酒葡萄品种的限制，进一步调整种
植结构，为更好地适应市场、抢占高端
葡萄酒市场破局蹚路。

在该试验基地，农民小心翼翼将引
进的酿酒葡萄种苗扦插入土。印象戈壁
葡萄酒庄负责人富强、昌吉市林业和草
原局技术员现场指导，确保葡萄种苗按
照种植标准栽种。

印象戈壁葡萄酒庄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引进的黑比诺、维欧尼和长相思，

此前是从法国引进并试种成功，表现出
优秀的品质和较高的市场效益。黑比诺
将填补本地冷凉气候区高端红酒原料
缺口，维欧尼的耐旱特性为干旱区葡萄
种植提供了新选择，长相思的高酸度特
征可满足市场对白葡萄酒原料的迫切
需求。

“今年酒庄开辟了100亩酿酒葡萄
种植试验基地，用来栽种新品种。葡萄
酒‘七分种植、三分酿造’，优质的葡萄
原料远比精湛的酿造技术重要。如今，
区域范围内酿酒葡萄品种同质化严重，
没有特色品牌和高端品质，难以打开更
大的市场，新引进的葡萄品种有望破
局。”富强说。

该试验基地种植模式有别于常规
葡萄园，不用水泥立杆搭架，采用金属
立杆，立杆上设计有多个凹槽，用于调
整葡萄藤蔓高度；滴灌带也从地下移到
了地面，还可以悬挂在立杆上，有效避
免除草作业时被挖断。

“这些金属立杆的点位，都是 GPS
定位的，实现了株距1米、行距3.3米的
标准化布局。这一整套基础设施，都是
为今后提升葡萄种植的标准化、机械
化、智能化打基础。”富强说，实现葡萄
除草、修枝、采收等全程机械化，不仅能
够有效降低人工成本，还能精准控制葡
萄生长环境，确保葡萄的产量和品质。

除了印象戈壁葡萄酒庄自筹资金

引进 3 个葡萄新品种外，昌吉市林业和
草原局还按照相关政策给予了10万元
配套资金补助。“葡萄种苗定植后，我们
还将持续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加快相关成果转化，形成可推广的经
验，为昌吉葡萄酒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品质提升和市场拓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昌吉市林业和技术推广中心党支
部书记曾涛说。

据了解，该试验基地已和新疆农业
大学达成合作，将通过产学研深度融
合，实现智能农机协同和数字孪生管
理，全面提升酿酒葡萄种植的精准化、
数字化，为制定新疆酿酒葡萄栽培技术
规范提供数据支撑。

5 月的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金色阳
光倾洒在广袤麦田。冬麦苗舒展嫩绿新
叶，在春风中摇曳，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眼下正值麦田管理关键期，科技赋能让
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5月13日清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
郑家庄村经济合作社成员王彦成来到
乐土驿镇数字农业田间学校，向新疆慧
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玛纳斯县分公司
技术员杨维轩请教小麦田管技术。

此时，他的手机“慧凤收”APP正实
时显示着他管理的 800 亩麦田土壤温
度、湿度等数据，如同贴心的“数字管
家”，时刻汇报农田的“健康状况”。

“以前种地，天天往地里跑，就怕麦
子缺水、缺肥，闹病虫害。现在有了数字
农田，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地里情况全

掌握，还有专家指导，种地轻松多了。”
王彦成一边说着一边熟练滑动手机屏
幕，启动智能灌溉系统。

杨维轩介绍：“我们通过土壤墒情
检测仪，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等数据，

生成个性化肥料配比方案，指导农户精
准施肥，保障小麦生长所需养分，提高
产量。”

话音刚落，7 公里外王彦成麦田中
的智能水肥一体机阀门自动开启，水肥

顺着滴灌带精准直达麦苗根系。与此同
时，植保无人机迎着朝阳起飞，雾状叶
面肥液喷出，均匀洒在麦浪之上。

“以前背着喷雾器打药施肥，一天
最多喷30多亩地，又累效率又低。现在
无人机一天能作业500到600亩地，喷
得还更均匀。”今年43岁的王彦成，有着
20年的种地经验，现在他一人管理800
亩地，效率是10年前的10倍，高效的现
代农业生产场景令他感慨不已。

如今，科技彻底重塑了王彦成的农
事流程。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温
湿度、光照强度，智能生成施肥建议；无
人机高效完成叶面肥喷洒；农业数字平
台利用AI技术精准识别病虫害，让种地
变得高效又科学。

2024年，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庄
村经济合作社迎来“双突破”——冬小
麦亩产突破 650 公斤，亩均增收突破
300元。

“新时代，农民也要紧跟科技步伐，
‘智慧’种地才能多打粮。”在科技的助
力下，王彦成的梦想，正在一步步照进
现实。

据新疆日报报道 日前，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旨在进一
步加强消费领域市场监管执法，积极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不断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聚焦消
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突
出的问题，围绕质量安全、电商与网络
消费、食品安全与广告规范、检验检测
与计量监管等四大领域，以“打假、处
劣、治虚、惩偷”为核心任务，严厉打击
13类违法行为，包括儿童玩具、学生用
品质量安全问题；羽绒服、羊绒衫以次
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产品；制售伪
劣燃气具、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电商
领域商标侵权串案窝案；“幽灵”外卖

（指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家，或者已

经关门倒闭，但依然活跃在各类外卖
平台上的商家）整治；电商领域“霸王
条款”；食品中非法添加有毒有害成
分；食品违法广告；检验检测机构弄虚
作假；电子计价秤、加油机等计量器具
作弊问题。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智慧监
管赋能，拓宽案源渠道；严格依法行
政，深化执法协同；突出案例曝光，加
强警示震慑；贯通监察监督，加强权
力制约；鼓励各界参与，推动社会共
治等五项措施，持续打造市场监管执
法为民的“铁拳”品牌。同时，指导各
地市场监管部门秉持宽严相济原则，
积极推行服务型执法，将服务贯穿执
法全过程，杜绝“一刀切”“运动式”执
法，确保“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取得扎
实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钟丽萍、杜川江
报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各乡镇陆
续开展2025年度冬小麦种植面积核
查工作，对全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
积进行全覆盖实地核实，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掌握冬小麦种
植情况。

近日，在北庭镇西上湖村种植户
朱长江的麦田里，核查组工作人员手
持电子设备，依托“测亩易”APP 的

“精准画地”等功能，对冬小麦种植面
积进行实地测量。

“我们对照各村前期上报的种植

台账，逐户核对种植农户姓名、地块
位置、面积数据，确保‘图、表、地’三
位一体精准匹配。”工作人员刘金萍
介绍道。

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如实填写
《2025年冬小麦播种面积复核表》，并现
场签字确认，确保冬小麦种植面积来源
真实、数据准确，切实做到“有据可查”。

据了解，此次北庭镇核查组累计
核查冬小麦面积 15000 余亩。后期，
该镇将对冬小麦核查面积及补贴金
额进行公示，无异议后，登记造册上
报，最后由县财政负责发放补贴。

本报讯 通讯员祁文祥报道：近
日，“丝路同源·智惠闽昌”昌吉州应
急管理系统骨干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班在厦门大学举办。此次培训由昌吉
州应急管理局主办，来自昌吉州各县
市（园区）的30名应急管理工作分管
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立足实战需求，邀请厦
门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学者及福建
省应急管理实战专家授课。培训采用
专题辅导、现场教学、案例研讨相结
合的多元教学模式，课程涵盖应急管

理能力提升、危化事故应急救援、智
慧应急体系建设等核心内容。

“培训既有理论深度，又注重实
践经验，对我们推动应急管理和防灾
减灾工作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奇台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李君伟说。

据悉，此次跨区域培训标志着闽
昌两地应急管理合作进入新阶段，参
训学员将在为期9天的培训中进行系
统学习，为提升昌吉州应急管理现代
化水平注入新动力。

航拍新疆·走进昌吉

木垒县：“追风逐日”聚新能

新农人王彦成“智慧”种地
□本报记者 王薇

王彦成（右）和新疆慧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查看智慧电动球阀运行
情况。 □徐万里摄

典范地州·强昌吉州府

昌吉市从宁夏引进酿酒葡萄新品种
破解同质化难题

上图：木垒县雀仁光
伏区，成片的光伏板一眼
望不到边。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左图：工人在木垒嘉
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生产光伏板组件。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新疆启动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吉木萨尔县

核查种植面积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昌吉州应急管理系统骨干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举办

定制培训套餐 护航平安昌吉

昌吉市推进大洪沟防洪治理工程

河岸整装披“甲”严防洪涝灾害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通讯员吕
振江、马玉娇报道：记者近日在昌吉
市大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施工场地看
到，工人们正有序浇筑河岸面板，施
工氛围格外火热。

据项目负责人王雨介绍，目前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提升填筑、主滑墙、
隔墙等工作已全部完工，河岸面板浇
筑工作已完成总量的20%。按照目前
的施工进度计算，项目将于 5 月底前
完工。

昌吉市大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项

目资金为 265 万元，于 4 月 10 日开
工，主要对大洪沟沟口上游转弯段左
岸岸坡进行防护，新建600米护岸。项
目建成后，能有效防止洪水淘刷土质
岸坎，切实保护位于岸顶的努尔加水
库35千伏供电专线。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工程科科长
王东说：“项目建成投运后，大洪沟下
游抵御洪涝灾害的综合能力将显著
提升，极大降低洪涝对居民生命财产
的危害。同时，该项目对推动城市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工人在昌吉市大洪沟浇筑河岸面板。 □吕振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