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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骄阳似火，夏花热情绽放。
7 月 17 日，首届中国—中亚农业科

技创新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启幕。来自我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
2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昌吉，围绕“农业
科技创新”主题，介绍先进经验，分享前
沿观点，深化交流合作。

两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中亚峰会发表主旨讲话，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行动
指南。

在这个时间节点举办中国—中亚农
业科技创新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为加快
推进我国同中亚国家在农业科技、盐碱
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
搭建了交流平台，对中亚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促进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
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水肥一体化灌溉让一个人管控上百
亩田地，智能“铁牛”田间走一走轻松种
好地，手机即可实时掌控农作物生长情
况……这些农田沃野之上的新景象，源
于农业科技的创新与转化，变成走在农
业领域前沿的生产力。

“缺水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根本制约，
慧尔智能水肥一体化模式可实现足不出
户万亩良田一键施肥。”新疆慧尔智联技
术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经理涂永峰在

“智慧水肥一体化技术及应用”主题报告
中说，目前，昌吉州有550万亩水肥一体
化升级项目，应用于棉花、玉米、小麦等
主产区，2022 年实现农业综合效益每亩
426元。

谈及参会感受，涂永峰表示满怀期
待、充满信心。“农业科技是中亚和‘一带
一路’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内容之
一。随着沿线国家之间交流互动增加，
我相信，在未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农业科技交流成果将会更多，各国将从
中受益更大、受益范围更广。”涂永峰说。

近年来，昌吉州聚力科技赋能，围绕
“两区”建设，引入中国农科院西部中心
等研究所38个，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29 家、自治区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148
个，启动建设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
心西北中心战略科技平台，生物育种、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利用、水肥一体智能灌

溉等先进技术全面推广，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到98%以上，高效节水面积占比为
86%，种植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8%，
农业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此次会议在新疆召开，就是要借助
新疆与中亚国家毗邻的区位优势，推动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科技建立国际合作
交流常态化和便利化，拓展和深化中国
与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科
技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
表示。

搭建平台
推动中外农业科技交流合作

这是一次世界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
盛会。

当日，各国知名专家在论坛发表主
题报告，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中，参会专
家围绕无人农场建设促进我国棉花产业
提质增效、干旱盐碱地生态治理与利用
等主题，介绍先进技术及其应用，极大地
推动了中外农业科技交流。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盐碱地分布区，
干旱区盐碱地生态治理是与会者关注的
主题。

“盐碱地是干旱区自然景观，创新盐
碱地资源高效利用的理论、技术和产业
体系，打造盐土农业发展新模式，形成咸
水生态体系，推动盐碱区三生协调、三产
融合、高质量绿色发展，可实现盐碱地资
源化。”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研究员田长彦说。

昌吉州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
棉基地，全州耕地总面积710万亩，盛产
50多种优质高效农作物，制种面积占全
疆总量的36.6%。

认真聆听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
究所所长李付广作的报告《棉花生物育
种——从 1.0 到 4.0 的发展现状、实践与
思考》，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棉花研
究院总经理姜辉深受启发地说：“听了报
告，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李付广在报告中提出，利用无基因
型限制的遗传转化体系，以主栽品种为
转化受体，将会显著缩短优异新品种的
育种周期，棉花产品将更加丰富。

“作为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企
业。我们主要以培育优质纤维原棉种为
主，目前推广的棉花品种有27个。”姜辉
说，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加大棉
花新品种选育力度，让新疆棉花除了可

以做成衣服穿，还可以被榨成油吃。
姜辉还介绍，目前九圣禾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3个棉花品种即将通过乌兹别
克斯坦审定，希望借助此次研讨会更快地
把优良棉种推广到中亚各国。这是该公
司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之一。

达成共识
架起农业科技合作桥梁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重头戏，中国和
中亚各科研院所在盐碱地治理、畜牧养
殖、食品安全和国际教育等领域达成合
作共识，各方代表依次登台签署相关合
作协议。

塔吉克斯坦农业科学院院长阿萨佐
达·努拉利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
研究中心签署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
农业研究中心（科技援疆指挥部）与塔吉
克斯坦农业科学院谅解备忘录》，他说：

“此次研讨会围绕农业和畜牧业生物技
术、林果资源开发、农业节水、粮食安全
等农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为塔吉
克斯坦农业发展提供了帮助。希望与会
者以科技创新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农业科技交流
合作进行新探索。”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副主任何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签署了

《关于加强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合作意
向书》。走下签约台，他对项目前景充满
信心。

“签署协议旨在充分发挥院校合作
优势，搭建教育国际化合作平台，加强农
业科研交流与合作，推进高水平国际人
才培养，激励留学生成就自我、贡献世
界。”何文清说，该中心正在面向中亚五
国进行人才交流合作，同时针对中国与
中亚共同面临的农业领域问题展开科研
合作研究，结出“智慧果”。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合作是商洽的
基石，双赢是共同的心愿。昌吉州将发
挥面向中西亚和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重要节点的优势，抢抓新疆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高水平扩
大开放，不断拓展与中亚五国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科技、经贸等领域
合作，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维护
区域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
发展。

近日，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
小土古里村，农民利用收割机抢
收小麦。

为全面做好夏收工作，连日
来，当地积极组织人力和机械，抢
抓小麦收割黄金期，加快推进收
割工作，确保全县15.3万亩小麦
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携手中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创农业未来
——首届中国—中亚农业科技创新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薇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丹、王露报道：
为进一步夯实质量基础，培养质量人
才，切实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近
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州
市场监管局）举办企业首席质量官培
训班，此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培训模式，全州90多名相关企业高
层领导和质量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二级巡视员、国家注册质量师、首
席质量官培训国家讲师杨亦东，昆明
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院副院长王铁
旦，国家市场总局卓越绩效评审员培
训专家王庆贺，广东省商化协会专家
委员会专家钱利敏等多位专家授课，
围绕国家质量发展政策解读、首席质
量官制度介绍、《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解读、企业质量战略管理与质量文化
建设、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卓越绩
效评价模式、质量品牌建设等相关内
容进行授课和互动答疑。参加培训的
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受益匪
浅，将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企业质
量管理中，引领企业管理创新提升。

昌吉州市场监管局将推动更多企
业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加强企业质
量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优秀质量
标杆，让首席质量官成为领航“头雁”，
形成“群雁”齐飞的人才矩阵，助推昌
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7月9日
上午，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一行走进
昌吉市阿什里乡天鹅小镇，举行“丝路
相连闽昌情 巾帼携手展未来”捐赠
仪式。

仪式上，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
长程璇向阿什里乡中心学校家庭困难
学子、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
和昌吉市叶斯力手工刺绣合作社共计
捐赠10万元，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当
地农牧民自主产业发展。“此次来昌，
一方面是加强与昌吉州妇联的交流合
作，希望通过捐赠活动给孩子们更多
温暖和关怀；另一方面，昌吉州发展空
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通过此次实地
考察，促进两地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程璇说。

据悉，福建省妇联与自治区妇联
于今年4月23日签署《福建省妇联对
口支援新疆昌吉州妇联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明确双方将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培训、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推
进落实青少年“筑巢”工程、加大公益
项目实施力度、助力基层妇联干部素
质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昌
吉市妇联副主席陈海霞表示，此次捐
赠仪式是落实《福建省妇联对口支援
新疆昌吉州妇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一次生动实践。同时，两地女企业
家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增进友谊，推动
两地妇联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宽领
域、更高水平扩展。

捐赠仪式后，福建省女企业家协
会一行参观了阿什里乡中心学校校
舍、操场以及“泉昌情”教学项目等。

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

捐赠10万元支持昌吉

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州市场监管局举办企业

首席质量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