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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大草原广袤无垠，草长得茂盛，树
却很少。这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为何
大草原上树这么少？是因为野草的竞
争排斥还是大自然的环境压力限制？

首先，降水是植物生长的重要水
源之一。树木需要充足的水分来维持
其生命活动和生长发育。然而，草原
一般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年降
雨量低于 400 毫米，无法满足树木对
水分的需求。相比之下，草类植物对
水分的需求较低，能适应较少的降水
量。而且，干旱气候下的草原常常出
现干季和湿季的交替，无法给树木提
供长期稳定的水分供应。这样的降水
条件适合草类植物生长，但不适合树
木生长。

其次，高纬度和高海拔造成了温
度差异，温度越低，越不利于树木生
长。草原通常出现在纬度、海拔较高
的地方，这些地区树木越少、草类植物
越多。从低纬度地区一路向高纬度地
区行进，也可以看到类似情景，大量树
木在消退，大片的草原开始出现。世
界上一些著名高原上几乎都有草原，
比如我国的青藏高原、南美洲的巴西
高原等，基本上都是草地为主。从山
区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来看，随着海
拔高度增加，依次出现阔叶林、针阔混
交林、针叶林；当海拔达到一定高度，
温度下降，针叶林慢慢消退，最终会变
成草原带或苔原带，再向上就是苔藓
主导的雪原。

植物生于土壤、长于土壤。土壤
在影响树木和草类植物分布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草原上的土壤厚度
一般很薄，通常只有 20 厘米左右，没
有明显的淋溶层，即使是在茂密的灌
木丛下，土层的厚度也不超过 50 厘
米，且下面往往有钙积层。大量树木
包括不少灌木的根系无法穿过钙积
层，吸收不到底层的土壤营养，就不可
能长期存活下去。树木生长需要一定
厚度的土层，帮助根系吸收土壤中丰
富的水分和养分，在土层浅的地方，树
木不易扎根，且遇到大风天气容易被
吹倒。草本植物的根系多数分布在地
下50厘米深度以内，受钙积层影响较
小，得以在草原上繁茂生长。

此外，生物因素本身也是造成草
原上树少的重要原因。古往今来，众
多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向我们描述了
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比如“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等诗句。野草具有强
大的种子繁殖能力，具有重要的耐寒、
耐旱、耐高温、耐盐碱、耐火烧、耐啃食
等特性，并以土壤种子库的形式保存
在土壤中，使得物种得以长期保存和
繁衍，最终形成了一个适应复杂气候
的草本群体。草类植物通过占据水分
和养分资源的优势，形成了对树木的
竞争压力。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树木
往往难以生长，易被草类植物所取代。

总而言之，草原上树木稀少是降
水、温度、土壤和生物等多种因素综合
影响的结果。无论繁密的森林，还是
开阔的草原，都是大自然给予的宝贵
财富，是我们美丽地球家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需要我们努力去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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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马玉娇报道：
近年来，昌吉市聚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
群”，特别是在建设粮油产业集群、大力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方面，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
主导作用，扶优做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使创新主体规模不断壮大，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持续迸发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科技赋能，擦亮种子芯片

在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九圣禾种业）科技成果展厅，新粮
169 号被放在了显眼位置，作为今年新
疆百亩小麦实收亩产的最高纪录，前来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新粮169号冬小麦
由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和九
圣禾种业投入150余万元，历时10年精
心选育。今年7月，在昌吉市二六工镇
光明村的冬小麦原种田里，自治区冬小
麦高产验收组按照测地、收割、测水、称
重、去杂等程序，现场测定新粮169号冬
小麦平均亩产为 806 公斤，是目前自治
区认定的创新疆百亩小麦实收亩产最高
纪录的冬小麦原种田。九圣禾新疆研究
院科研经理严康说：“新粮169号冬小麦
新品种，较目前种植的常规性品种增产
浮动在10%左右，品质属于优质中强筋，
是目前市场上所需要的优质小麦。”

九圣禾种业是一家拥有全国育繁推
经营许可证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主要从
事玉米、小麦和棉花三大作物新品种选
育、种子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服务业
务。近年来，九圣禾种业十分重视科研
经费投入力度，建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生物育种实验室、检测中心等。在全国
目标市场建立4个种质资源库，现有种质
资源10000余份，核心资源1000余份，每
年试验小区数10万个以上。“公司目前在
新疆经营的品种有30余个，每年公司会
拿出零售的10%用于新产品研发，现在公
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长期战略合作，每年会
审定小麦新品种4个至5个，对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作
用。”九圣禾新疆研究院科研经理严
康说。

创新引领，驱动铝业转型升级

在新疆新铝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铝铝业）挤压车间，生产线机器轰
鸣。今年，新铝铝业引进了两条全国先
进的全自动铝材挤压机生产线，每天可
生产40吨新型铝型材。“公司主要生产

建筑型材和工业型材，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
需求，我们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
果转换，在铝型材质量、管理、技改、创新等
方面解决了多个行业性难题。今后，公司将
不断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创新力，充分释
放资源潜力，建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新铝铝业总经理祝金河说。

新铝铝业是集铝合金型材创新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
企业。多年来，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年均研发投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左右。公司现在有发明专利11项、实用
新型专利5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外
观新型专利1项，先后被授予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治区
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获批成
立自治区铝型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治
区企业技术中心、新疆铝型材创新中心。

新铝铝业副总经理董晓梅说：“公司始
终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积极探索铝型材作
为太阳能光伏设备重要基础辅材，研发完
成太阳能边框的成型装置，现在已经申报
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这项成果将会应
用到新能源领域，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公司力争今年实现产值7亿元。”

政策加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今年，昌吉市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4 家科技型企业享受科技创新贷共计
4800万元。上半年，昌吉市组织企业申
报自治区级以上重点科技项目11个；不
断加快创新主体培育，促进创新要素集
聚，组织西亚种子、际华七五五五等 13
家企业申报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
家瑞泽、博山机械、沙漠客等56家企业
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已成功备案科技
型中小企业41家。聚焦自治区“八大产
业集群”，强化企业精准对接服务力度，
引导企事业单位拟定项目主攻方向，加
强项目包装提炼。目前，组织申报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9项、自治区科技计划项
目 145 项、申报州级科技计划项目 65
项。同时，昌吉市深化企业与区内外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开展联合攻关，完善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新技术、新
产品、新成果在昌吉市转化及推广应用。

昌吉市科技局农村科技科科长赵琼
说：“昌吉市通过加快创新主体培育，促
进创新要素集聚，做好各级科技计划项
目的申报辅导等工作，为全市企业加速
提升企业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科技环
境夯实了基础。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
点产业发展，加大项目示范引领，加强科
技人才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为什么大草原上树很少？

昌吉市：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土壤检测分
析。 刘华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龙、通讯员丁莉、钟
丽萍报道：今年以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
积极组织科技特派员与行政村精准结
对，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宣传政策等途
径，帮助农牧民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有效
推动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为
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9月8日，北庭镇三场槽子牧业新村
养殖户哈比丹着急地给科技特派员付金
祥打电话：“付哥，我家的牛生了小牛，但
母牛到现在都站不起来，你可以过来看
一下吗？”挂掉电话，付金祥立即收拾好
药箱，赶往哈比丹家。经过细致诊断后，
付金祥给母牛静脉注射了钙剂，口服了

速补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付金祥每天
都会到哈比丹家给牛做治疗，几天后哈比
丹家的牛恢复了健康。

北庭镇三场槽子牧业新村的少数民族
占到当地常住户的80%，他们中的大多数
中老年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有限，科
技特派员热孜玛利用业余时间教他们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还将各项惠民政策编成歌
曲、快板、小品等形式传达给村民，让党的
惠民政策深入村民心中。

畜牧业是北庭镇三场槽子牧业新村的
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品种改良
意识，牛羊品质较低，价格一直上不去。在
北庭镇牲畜冷配育种服务工作将近20年的

周俊晟，近几年，一直在全力推进三场槽
子牧业新村的畜牧业品种改良工作，仅今
年他和同事就累计完成优质冻精冷配牛
253头，品种改良羊759只，开展上门诊疗
100余次。“今后，我们会持续下沉一线，播
撒科技‘火种’，将农村、农民急需的实用
技术及时推广到位，助推农业产业发展，
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技术支撑，助力
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周俊晟说。

据了解，北庭镇共有 9 名科技特派
员，目前已经组织深入养殖场、农田、林地
等进行现场指导160余次，举办农业技术、
卫生保健、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内容讲
座8期，培训村干部及技术人员248人次。

科技特派员为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