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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
2月20日，位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泰昆集团孵
化中心，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鸡苗雌雄
弱残鉴别车间里，上万只刚刚孵化出来
的小鸡仔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憨萌可
爱。工作人员正在分批对它们进行性
别、弱残检查。

新疆泰昆集团有限公司禽产业事业
部孵化场场长李志斌介绍，该中心是致
力于鸡苗孵化的现代化大型鸡苗孵化基
地，也是西北最大的鸡苗生产基地，现有
孵化设备30台，年入孵种蛋4500万枚，
生产鸡苗 3800 万羽，品种全部为黄麻
鸡。

看着孵化机里的一枚枚鸡蛋纷纷破
壳，成为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鸡仔，是李志
斌感到最欣慰、最开心的时刻。他说：

“公司将所有种鸡场生产的种蛋运送至
孵化中心统一分选、消毒、集中储存、入
孵、出雏、鉴别、质检、免疫后，再把孵化
好的黄麻鸡苗运往下游商品鸡养殖场。”

“春季是鸡苗的销售高峰期，也是孵
化场的育雏高峰期。今年，我们将力争
使健雏率达到 86%、7 日死淘率降低到
0.9%、雌雄鉴别率提高至96%以上。”谈
起今年的工作目标，李志斌信心满满。

新疆泰昆集团孵化中心，是新疆泰
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昆集团”）
商品鸡全产业链项目中的重要一环。目
前，该中心每天出栏鸡苗10万羽，除运
往泰昆集团下游现代化无公害商品鸡养
殖基地外，还发往全国各地。

位于昌吉市庙尔沟乡和谐二村的昌

吉市牧拉格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是泰昆
集团在新疆建设的35个现代化无公害商
品鸡养殖基地之一。

记者走进昌吉市牧拉格家禽养殖专业
合作社，只见院内矗立着8栋高标准全自
动化鸡舍，鸡舍里一排排3层“住宅”里住
着不少黄麻鸡，它们在昏暗的光线下，或蹦
跳啄食，或振翅跳跃，鸡叫声声。

换上工作服，庄月玲走进鸡舍，给自动
行车喂料机装好鸡饲料，打扫鸡舍卫生，观
察鸡舍温度、湿度和是否出现死淘情况。
她在昌吉市牧拉格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工
作了半年，这套程序每天至少要重复4次。

“每间鸡舍都配备有自动饮水、喂料
以及清粪系统，大大降低了人工劳动力成
本，还实现了环境实时监测，智能调控鸡
舍内环境变化，确保鸡舍环境指标达到最
优，保障鸡群健康。”庄月玲笑着说，在
这里工作她每月能收入 6000 元，还能看
着生机勃勃的小鸡仔日渐成长，心情特别
好，她很满足。

昌吉市牧拉格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于
2021 年投产，与泰昆集团签订了合作协
议，由泰昆集团提供鸡苗、饲料、疫苗等，还
负责进行技术指导并帮助销售成品鸡。目
前，该合作社黄麻鸡存栏21.6万羽，年出栏
84万羽，自2021年以来共出栏180万羽。

昌吉市牧拉格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养
鸡场负责人杨帅帅感慨地说：“这几年，泰
昆集团的‘一条龙服务’完全免除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现在，养鸡场一年喂养4批次
黄麻鸡，一批次饲养70至75天，年纯收入
近300万元。新的一年，有泰昆集团保驾
护航，我们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计划提高

年出栏量至100万羽。”
从产蛋到孵化、破壳，一枚小小的鸡

蛋蜕变成健康活泼的小鸡仔。出栏的黄
麻鸡从养殖场运输到屠宰场，经过清洗、
宰杀、沥血、脱毛、开膛等工序，转眼就变
成了光溜溜的白条鸡。宰后鲜禽质量复
检合格后，工作人员给每只黄麻鸡都套
上溯源码，由冷链车送到各大超市、农贸
市场和餐饮商家，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
溯源，便知真假。

一只黄麻鸡的诞生经历了数个过
程。这场奇妙的生命之旅看似简单，实
际上却大有文章。

“我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为农户、合作社提供保姆式技术
指导、销售等方面的长期支持，规避养
殖带来的各种风险，确保稳产稳收。”
新疆泰昆集团有限公司昌吉市兴泰养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时锋表示，未来，该
公司将以打造新疆区域内的优质黄麻鸡
为目标，以高标准的建设及管理理念，
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服务“三农”，为合作
社及农户带来优质鸡苗和技术服务，带
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活力。

据悉，泰昆禽产业是一条完整的上下
游产业链，从种鸡自养——鸡苗孵化——
商品鸡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
形成了全产业可追溯体系。目前，泰昆集
团在南北疆共有两个产业聚落，建有8个
规模化种鸡场、2个孵化中心、35个现代化
无公害商品鸡养殖基地、2个食品公司，年
出栏鸡苗达 5000 万羽，商品鸡养殖达
3000万羽。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2月14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科
技援疆指挥部）（以下简称“西部中心”）
西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团队正
式启动工作。

“我们这支团队由来自西部中心、新
疆农业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科研院
所的21名科学家组成，其中疆内科学家
有 13 名。瞄准新疆林果产业科技发展
的重大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本着与疆
内相关科研机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
基本原则，以种业创新为重点，进行全产
业链科研方向布局，开展优势特色林果
原创性科学研究与技术集成。今年我们
将在全疆建立5个创新实验基地，目前
已完成3个。”手捧西部特色林果产业提
质增效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聘书，中国
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
力荣说。

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近年
来，红枣、核桃、香梨、苹果、葡萄等特色

林果构成的“新疆大果篮”，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来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
续支撑。

王 力 荣 介 绍 ，新 疆 林 果 种 植 面 积
2200 万亩，位居全国第六，占农民种植业
收入的 40%，林果产业在助力农牧民增
收、促进乡村振兴、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新疆林果业
也存在引进品种结构单一、本地繁育技
术体系不健全、贮藏保鲜技术滞后、配套
标准化栽培模式不够成熟等问题，而这
正是她和她的团队进行技术攻关的重点
方向和关键环节。

“按照工作任务清单，今年在和昌吉州
的合作过程中，团队要完成的年度目标除
了开展特色落叶果树设施标准化、省力化
栽培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外，还要规划新
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老龙
河基地设施果树示范棚建设，计划在2025
年投入使用10座设施果树示范棚。”王力
荣告诉记者。

据了解，昌吉州现有林果种植面积
30 万 亩 、产 量 12.99 万 吨 、总 产 值 达
10.25 亿元，其中葡萄 10.28 万亩、产量
9.6万吨、总产值7.2亿元。全州累计建
设林果示范园 50 个，建设面积 2.6 万
亩；林果精深加工企业47个、合作社67
家，年产量 10540.83 吨，年产值 16959.7
万元；保鲜库758座，具备保鲜能力31.3
万立方米。

“自治区党委对昌吉州高度重视，寄
予‘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
典范地州’的厚望。昌吉州通过和西部
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团队合作，
依靠科技技术提高林果品质、增强市场
竞争力，实现从重产量到重质量、从重田
间到重车间、从重经销到重营销的变化，
编织好庭州‘大果篮’，让全州桃子、葡萄
等金牌林果产业更上一层楼，让昌吉瓜
果飘香更远，这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昌吉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方扬辉说。

本报讯 记者何春泉、通讯员何
煦报道：2月16日，昌吉市人民检察院
与乌鲁木齐县、和静县人民检察院联
合会签了《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协作共
同促进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据悉，《意见》内容紧密结合新疆
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区的生态特点和环
境现状，积极回应群众对一号冰川水
源地安全保障的热切期盼，要求合作
三方在该保护区环境资源保护行政和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活动中的联合宣
传、办案协作、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
席会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努力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司法氛
围，为推动昌吉市、乌鲁木齐县、和静
县三地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要求，昌吉市、乌鲁木齐
县、和静县三地检察机关应根据各自
地域管辖范围，针对破坏生态环境和
野生动物资源问题，在依法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加强
协作配合。综合运用 12309 服务热
线、相关信息平台和开展专项活动等，
摸排涉及新疆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区生
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重点
排查违规采矿、过度放牧、盗采珍贵野
生植物、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等危害生
态环境的问题，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
法全面履职。

新疆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区建于
2014 年，跨乌鲁木齐县、和静县和昌
吉市，保护区内的天山一号冰川群是
乌鲁木齐河、头屯河、三屯河和乌拉斯
台河等流域的源头，也是乌鲁木齐市、
昌吉市、和静县等地的生产生活水源
地。

下一步，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将把
握公益保护核心，持续凝聚公益保护
合力，开展好保护雪山冰川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活动，减少人为干扰、保护自
然环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贡献检察力量。

2 月 15 日，昌吉市佃坝镇土梁村
种植大户崔新军（左一）正在给村民讲
解黄瓜苗培育技术。

近年来，昌吉市佃坝镇立足区域
农业生产特色，鼓励种植户和合作社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同时给予政策支
持，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
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马玉娇 摄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疆这三家检察院签订

协议共护“一号冰川”
一只黄麻鸡的奇妙生命之旅

——新疆泰昆集团有限公司禽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薇

西部中心：科技助力编织昌吉“大果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