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高洁报道：今年以
来，昌吉州水利局秉持“小平台”监管

“大水利”理念，努力实现“一屏看水、一
网治水、一图懂水，看清水情水账水文
章，讲好共治善治水故事”的目标，为新
时代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精
准的信息服务和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昌吉州水利局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主线，构建了“一平台、一中
心、N应用”的信息化总体架构和“州、
县、乡”三级综合监管体系。印发《昌吉
州水资源和水文数据传输协议》，有效
解决全州历年分批建设前端设备传输
标准不一致的难题。逐步实现水利领
域“实时监管、科学决策、精准控制、高
效处置”的建设目标，全面提升水利工
作在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服
务保障能力。

昌吉州水利局积极争取中央及
区、州资金近5000万元，补助县市取水
监测计量体系建设，计划改造升级“井
电双控”计量设施10401套，截至目前，

累计完成 6713 套设备安装，井电双控
新设备上线率 95%。地表水一级取水
口设备上线率 99%。水库水雨情数据
上线率95%。同时加强后端平台整合，
重点研发手机APP，实现取用水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抓好计量设施检
定和校准工作，加强对异常数据的排查
处置和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通过一系
列有效举措，全州水资源监管能力大
幅提升。

昌吉州水利局制定《昌吉州水利信
息化综合平台调度工作方案》，开展调度
10余次，以现场、视频会议等方式开展
技术指导20余次，切实提升全州水利系
统业务工作管理能效。结合业务人员使
用意见建议，对井电双控系统、地下水动
态监测、地表水监控、灌区信息化、水库
安全监测等重点业务应用系统从功能、
风格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截至目前，
累计访问量超12万次，行业数据的实时
管理、视频监控直观可视、会商部署直通
县乡、水利业务高效协同、监测监管预警

指挥等功能的实现，为防灾减灾、水资源
保障、专项治理、行政执法提供决策依据
和数据支撑，充分发挥了信息先导作用，
开创了水利工作新局面。

在赋能数据开放流通、促进水利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昌吉州水利局实
施昌吉州水资源信息化网络建设升级改
造、昌吉州水利信息化综合平台密码应
用建设等项目，同时与企业签订数据安
全保密协议、网络安全责任书等。采取
多种方式，加强网络管理和安全保障，强
化水利网络、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监
管，确保水利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昌吉州水利局积极探索“平台+培
训+实践”模式，邀请福建省水利厅专家
开展为期一周的现场指导。大力培养
具备数字化战略思维并熟悉水利、信息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先后5次派干部赴
北京、福建、郑州等信息化先进地区开
展交流学习，有效提升了我州水利队伍
的能力素质，为昌吉州智慧水利和水利
工作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郭鹏飞
报道：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深圳市“四方合作”走深走实，
8月4日，昌吉州科技局联合昌吉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
邀请专家、企业家到昌吉高新区考察调研。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副所长万晓春、和
铂医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劲
松、福建视维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胡允东、福瑞莱环保科技（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昭、中国科学院新
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艾合米丁·外
力等。

考察调研期间，专家、企业家先后来到
昌吉市盛华鹿业专业合作社、特变电工智
能电缆产业园等地，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市场销
售和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前往昌吉高新
区医药产业规划建设用地现场，详细了解
生物医药产业建设项目的配套资源、空间
容纳、人文环境等方面情况，梳理了昌吉高
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条件，对各相关企
业发展成果表示满意，并对昌吉高新区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共商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之路。

“昌吉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乌昌石’城市群战略核心区域，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万晓春说，

“希望我们能共同引育创新能力强、发展潜
力大的高成长性生物医药企业，进一步加
强产学研合作，主动强化与东中部发达地
区科研院所、高校的战略对接，实现创新平
台、人才等高端资源共享，开展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和商业化转化，共同为提升产业
发展聚势赋能。”

昌吉州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葛伟
娟说：“昌吉州科技局将携手昌吉高新区，
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等国内其他省份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深层
次对接合作，实现优质项目、研发平台、高
端人才、领军企业、中试基地等要素一体
化布局。进一步加大对国家级创新平台
建设的支持力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确定一批重点扶持企业、重点科研课
题和重点建设项目，带动昌吉州生物医药
产业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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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丽君报道：8月6日，
福州·奇台面馆首店开业运营。

面馆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飞南
路 86-11 号（省政府后门），面积约 200 平
方米，主打招牌菜为奇台特色过油肉拌面，
还有烤包子、烤馕、烤全羊、烤羊排等新疆
美食，由新疆专业厨师掌勺。这家面馆在
为福州市民提供新疆美味佳肴的同时，还
打造展示推介奇台县风土人情、旅游景点
和特色农产品的窗口。

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进疆以来，
大力推动奇台面馆落地。福州经过多轮选
址及对接洽谈，最终选定在鼓楼区开设福
州·奇台面馆首店。在面馆筹建过程中，福
州援疆分指挥部积极协调腰站子面粉等奇
台品牌面粉供应，并对接奇台县烹饪协会
提供指导帮助，力求让广大福州市民品尝
到正宗的奇台美食。

福州援疆分指挥部还将在省内推动开
设更多的福州·奇台面馆，持续提升奇台特
色美食的品牌知名度，将其打造成为两地
开展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全新
窗口。

7 月 30 日，呼图壁县二十
里店镇二十里店村农家小院，
游客在欣赏文艺表演。近年
来，呼图壁县围绕“一村一品一
特色”，不断挖掘乡村旅游资
源，着力打响“田园呼图壁”旅
游品牌，乡村旅游日渐红火。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我州邀请科技专家来

昌吉高新区调研

福州开了家奇台面馆

昌吉州水利局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建设

一屏看水 一网治水 一图懂水

“昌吉市制种企业市场竞争力不
强，自主研发突破性品种少，我们应该
如何补齐这块短板，恳请与会各位领
导、专家、企业家和金融部门给予指导、
帮助和支持。”

“请教各位专家，我们民营企业怎
样参与生物育种，如何通过增强科技创
新能力，进一步保障种子质量，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

“希望昌吉州政府相关部门在灌溉用
水方面出台支持制种业发展的倾斜政策，
助力种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
8月7日，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业发

展论坛在九圣禾种业产业园报告厅举行。
与会政府部门、企业代表纷纷提

问，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答疑解惑给出建
议，共同为我州种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
诊、建言献策。

州党委副秘书长、州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州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王相介
绍，昌吉州光热水土和地理条件得天独
厚，种业制种基地规模稳定，已经发展
成为新疆最大的综合性制种基地。“昌
吉种子交易会”“西部种业之都”“昌吉
玉米种子”区域公用品牌在西部地区乃

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制种基地建设、信息化和集约化生

产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种业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能
力仍略显不足；种业企业融资难……”王
相坦言，希望与会各位领导、专家、企业
家和金融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聆听昌吉州种业现实发展问题，结
合各自的理论、科研、实践、观察和思
考，与会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纷纷给出
了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裁刘石说，种业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建议昌吉州珍惜并利用好昌
吉种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锚定制种
业发展趋势和方向，做好种业产业发展
规划，推动种业有序发展；引进优质制
种企业，发挥鲶鱼效应，助推本土制种
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切实发挥政府规
划引领服务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按照
价值最大化导向，发展多样性、高附加
值的特色种植，走出一条适合昌吉本地
气候条件的特色种业发展之路。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张琴建议，立足新疆
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市场布局，推动龙头种业企业
加快“走出去”，助力打造向西开放的桥
头堡；加强与种业上游科研机构和下游
企业研发合作，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
品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系研究员王国英建议，生物育种研
发投入大、周期长，昌吉本土企业加强
与科研院校机构的研发合作，通过现有
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专利）特许使用，参
与生物育种，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进而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谢
宗铭表示，要加强种业整体规划，科学规
划推进制种基地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种质
资源，加强自主科技创新，拥抱生物育种，
提高育种效率，打造自主知识产权核心品
种，推动昌吉特色种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对接解难题，建言献策促发
展。热烈讨论中，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意犹未尽。

此次种业发展论坛让与会人员收
获颇丰，他们认真听取专家学者、企业
家给出的意见建议，并将之化作推动解
决昌吉州种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的智慧
和力量。

零距离感知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2023中国新疆（昌吉）种业发展论坛现场速写

本报记者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