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要闻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编辑：海映雯 版式：高志峰 校对：杜燕蓁 监审：郑丽媛

2022年12月3日，奇台县九安汽
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批50台二手车
装车起运，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关，销
售至白俄罗斯等国家。今年，该公司
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拓宽汽车销售
渠道，二手车出口业务取得新的突破。

近年来，我州推动电商与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通过育龙头、强规模、抓赋
能，把直播电商作为电子商务扩容提质
的核心来抓，把空间上的万水千山，变
成网络里的近在咫尺，不断提升电商产
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去
年 1-10 月 ，我 州 网 络 交 易 额 实 现
103.88亿元，同比增长4.59%。其中，网
络零售额实现 45.72 亿元，同比增长
2.35%，全疆排名第二位。

产品上“云”销往全国各地
“大家好，这是今天我为‘家人’

们送上的福利，在‘小黄车’一号链
接……”2022 年 12 月 9 日，在牛牛优
选新疆特产经营抖音直播间，主播正
向消费者推荐奇台手工土豆粉等特色
农产品，并不时展开互动。

近年来，在我州广大乡村，随着电
商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变身
带货主播，通过电商平台让优质农产
品卖出优价，走上了致富路。乘着电
商的东风，面粉、葡萄酒、奶制品、棉纺
织品、鹰嘴豆、红花、木垒羊肉等特色
农副产品“飞”向全国各地，激活了乡
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去年1-10月，全
州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14.13亿元，
同比增长19.17%。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我
州大力培育孵化农产品品牌，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构建农
产品质量标准、质量认证和质量溯源
三位一体追溯体系，从源头保障农产
品安全、生态特性，打造农产品特色品
牌。推进农产品加工精深化、差异化，
多层次、多渠道、多维度加大推广力

度，提升品牌知名度。
“电商兴农成为新时期我州加快适

应数字经济形态，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工程。”昌吉州商务局副局长
韩光介绍，我州以数字产业提升农业、数
字技术改造农村、数字平台服务农民，组
织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数
字农业农村基地建设等工程。同时，推
动“直播+街区、直播+专业市场”等模式
发展，着力推进电商供应链体系建设，助
推昌吉农产品上“云”端卖全国。

触网蝶变 助力制造业升级
一键协同，智慧供应链可实现物料

自动调配；企业上“云”，智能调度系统帮
助优化排产；数字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助
力提质增效……纵观我州工业企业的变
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其中的亮
点。

按下“无人驾驶”切换按钮，无人驾
驶矿车缓缓启动，直行、转弯、上坡、装卸
土方。在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分公司
准东露天煤矿，无人驾驶矿车轻松完成
当天的运输任务。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在
5G 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研发等方面发
力，入选新疆数字经济示范园区。

2020年5月19日，昌吉州人民政府
与中国电信新疆公司签订“十四五”战略
合作及5G网络建设创新应用合作框架
协议，推进我州智能生产单元、智能生产
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建设，满足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感知等需求。

在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投
资 50 亿元的数字化国际产业港项目落
户昌吉市。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全州中小
企业工业产业园空白，还将成为我州培
养优质企业的摇篮。与普通的产业园区
相比，国际产业港的数字化是亮点。该
园区数字化服务中心将利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AI、智能分析等技术，建
立系列可视化矩阵，为企业搭建线上数

字化平台。
我州加速企业“触网”转型，引导

传统批发、零售企业开展网络批发、零
售业务，支持推动中小企业开展网络
营销，促进线上线下市场融合发展，以

“数据化”和“在线化”促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电商赋能 数字经济迸发新动能
新疆汇通互联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互联网物流供应
链解决方案的信息科技企业，是首批
被交通运输部认定的“无车承运人”企
业之一，也是新疆唯一一家与交通运
输部对接的省级平台，企业注册车辆
近20万辆，日交易额2000万元左右。
企业借力电商直播新风口，通过淘宝、
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将优势特色资
源与直播经济、“网红经济”嫁接融合，
深挖直播经济新业态，有效拓宽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近年来，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各类新技术的普
及应用，全州中小微企业加速数字化
智能化升级。我州建成全疆首个地市
级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相继
建立自治州工业经济基础数据信息平
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煤矿安全
综合监管信息化平台等，为产业链上
下游提供信息化基础支撑。

我州建有中通、圆通 2 家省级快
递物流分拨中心，16 个县级处理场
所。建成 2 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 100 多个乡村
级站点。新疆（昌吉）信息产业园成为
新疆电信、移动和联通三大通讯运营
商数据中心。

目前，全州创建自治区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 3 个、自治区级电子商务示
范企业6家。全州企业电子商务应用
普及率达到90%以上，产销对接遍布
全国，并向国际市场迈进。

本报讯 通讯员徐莹报道：近期，州无线
电管理局接到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申诉，称
阜康市两处基站周边出现干扰源，造成该区
域手机用户无法正常使用语音、数据业务，请
求协助排查。

接到申诉后，州无线电管理局迅速派出
监测技术人员，协助查找干扰源。技术人员
使用移动监测车和便携式监测设备，对基站
业务频段进行扫描监测，记录实地频谱情况，
未发现异常。州无线电管理局将对基站保持
密切关注，确保干扰完全消失，杜绝一切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韩莉莉报道：
“家里暖和干净，不用每天提炭、倒灰、打扫
了，再也没有呛鼻的煤烟。”3月3日，木垒县
白杨河乡西泉村村民努塔尔别克向记者说起
电采暖的便利，赞不绝口。去年冬天，西泉村
有105户村民用上了电采暖设备。

“小火炉”被电采暖取代，这样的变化，
得益于木垒县近年来实施的“煤改电”工
程。努塔尔别克算了一笔账：“我们家 3 间
房，以前冬季烧煤费用大概在3000元，现在
用电只要 1000 多元，一个取暖季就节约了
1000多元。”

窗外春寒料峭，屋内暖意融融。“西泉村
积极推进‘煤改电’项目，在开展推广实践工
作中，我们给农牧民群众算了一笔‘经济账’，
使用电采暖不仅干净卫生，安装设备还能享
受补贴。如果采暖季用上了电采暖，按照每
度电0.22元计算，加上政府补贴，每户家庭的
取暖费用可节省近1000元。”昌吉州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驻木垒县白杨河乡西泉村第一书
记、“访惠聚”工作队队长许刚介绍，我们坚持
宣传先行、营造氛围，将“煤改电”工程宣传动
员延伸到村组院落、田间地头，既讲清党的惠
民政策，帮助群众算好“发展账”，又讲清具体
补贴标准和方式，算好“经济账”，群众参与热
情高，很多村民告别了过去烧煤倒灰、定时加
煤的传统取暖方式。

许刚介绍，为了让村民得到更多实惠，在
农牧民群众享受“煤改电”国家经费补助基础
上，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村工作队出
资5万多元，为每户改造家庭再补贴500元，
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月2日，在昌吉市金融社区残疾人康复
服务站，康复员李进喜正在指导残疾人进行
康复训练。

该康复服务站配备了下肢功率车、成人
液压踏步器、可调式沙磨板、手指肌力训练器
等22件康复器材，由2位专职康复员和2位
康复师负责辅助指导辖区残疾人进行康复训
练。 本报记者 高云哲 摄

3月2日，游客在呼图壁县百里丹霞景区赏景拍照。位于该县境内的丹霞地貌，是新疆侏罗纪地质地貌的标志，被称为
“天山地理风光走廊”，这里景美如画，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马光元 摄

州无线电管理局协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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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泉村：电采暖替代“小火炉”

万千商品涌入销售新风口
——我州电商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林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