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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盲目追求规模，而是持续在一个
行业深耕，通过科技创新，锻造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新疆丝路六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丽巧近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讲述了她的经营管理之道。

新疆丝路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丝路六合”）位于阜康市苏通
小微创业园内，是一家以“自主研发+智
能制造”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致力于安全工器具全过程管控系统、标
志标牌、智能电力产品及交通安全设施
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及服务。
从2017年成立至今，在黄丽巧的带领下，
公司从“传统工厂”转型升级为“智慧工
厂”，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在今年召开的自治区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大会上，黄丽巧荣获自治区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称号。

开车行驶在路上，各种交通标志牌
随处可见。看似一块简单的路牌，背后

也有科技的运用。在丝路六合的交通
安全设施展厅，黄丽巧带着记者一边儿
参观一边儿介绍说：“我们使用的是超
强级反光膜，反光性能好，使用寿命可
达10年以上。公司的3M数码打印核心
技术和智能化生产设备，可满足用户多
样化的定制需求，标志标牌业务在全疆
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0%。”

市场是靠优质的产品赢得的。为了
把标志标牌做精、做细、做新，丝路六合
在吐鲁番、阿勒泰等地建立试验基地，通
过智能监控实时采集各种数据，并对标
志标牌在多种极端环境下各种材质的变
化进行数据提取、对比、分析，准确掌握
各类标志标牌产品质量及使用寿命等情
况，为产品研发和升级提供数据支持和
科学依据。得益于科技的加持，丝路六
合成为全国首批标志标牌数字化工厂，
产品广泛应用于消防、电力、道路交通、
轨道交通、通信、航空、民政等领域。

企业家的眼界决定发展的边界。“虽
然我们是小企业，但不能小富即满，必须
搭上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快车。”黄丽
巧敏锐地感知政策走向、把握市场风
向。2019 年，公司的老客户——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推行数字化改造升级，这让
黄丽巧看到了商机。基于客户需求，结
合现代技术应用，丝路六合研发了安全

工器具全过程管控系统。
在丝路六合的安全工器具全过程管

控系统模拟界面，记者看到，电力行业使
用的绝缘安全工器具、防护装备、带电工
具等的借还、超期、违规状态一目了然。
公司研发的安全工器具全过程管控系
统通过智能芯片、北斗技术全过程跟踪
器具的状态，让过去的人工登记变为智
能化管理，高质量保障电力生产安全。
目前，安全工器具全过程管控系统在国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本部及15个分公司
部署应用，总体技术达国内领先水平。

“我们坚持向科技和人才要效益，企
业的利润连续 3 年保持了 20%的增长速
度。”黄丽巧介绍，公司拥有30多人的研
发团队，每年的科研经费占公司销售总
额的8%。公司目前拥有5条智能流水生
产线，已获得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
利101项、软件著作权17项，自有品牌3
个，商标53项，逐步构筑起了公司自主知
识产权的“专利池”。

“公司已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预计
2025年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对于丝
路六合的未来，黄丽巧目标明确，信心十
足，“我们会继续研发标志标牌、智能管
控系统，改良更多的电力产品，坚定不移
地走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工业高质量
发展道路。”

本报讯 记者移志向、张童桐、通讯员
瓦力斯江·乌马尔江报道：“2022年夏天收
麦子的时候亩产是300多公斤，这块地进
行了高标准农田改造后，2023年亩产达到
806公斤。今年我们种植了太空158小麦，
从今年秋季的长势来看，明年这块地产量
应该不低，我们的目标是亩产1吨。”近日，
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庄村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副理事长刘伯成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玛纳斯县以创建全疆首个数
字农业示范县为目标，依托新疆慧尔智
联技术有限公司打造数字农业示范县，
投资4.5亿元打造40万亩集卫星遥感遥
测、水肥一体、四情监测、玛纳斯智慧农
业大数据平台、慧凤收 APP 使用为一体
的数字农田，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数
据获取能力，让农民从做“体力活”到干

“技术活”，从收成“看天”到增收“靠技”。
10 月底，在玛纳斯县乐土驿镇郑家

庄村农民王彦成的棉花地里，大型采棉
机来回穿梭，抢收棉花。今年春季，王彦
成在700亩棉花地里安装了智能水肥一
体机、智能气象站、墒情虫情监测等数字
设备。

王彦成说：“农民种地最苦的两件事
就是浇水和施肥，现在不同了，新技术运
用到田地里，浇水施肥用手机就可以操
作，不仅种地更轻松了，而且实现了节本
增效，亩均可节水50立方米，节肥10%，
亩均可节约生产成本300元。用科技手
段种地，我们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益越来
越好，信心也越来越足。”

新疆慧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玛纳斯
县分公司总经理张辉向记者介绍：“数字
设备可以实时监控用水、用肥情况，监测
土壤水分和温度的变化，种植户可以依
据具体情况及时补水、补肥。采用数字
化管理的地块，在人工方面每亩节省30

元左右，省水25%至30%。明年我们计划
在玛纳斯县建设数字化管理农田超30万
亩以上，争取在三年内完成100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

今年，玛纳斯县在建成40万亩数字
农业示范基地的同时，同步建设全疆首
个数字农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引进
一批数字农业高新科技企业入驻，已建
成集智能配肥、智慧农业设备检测、智慧
农业大数据管理及展示平台、高素质农
民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玛纳斯县数字农业
管理服务中心。

“玛纳斯县现在建立了自己的数字
化农业管理平台，我们通过获取的数
据，能为农民提供科学有效的管理指
导，达到农田管理精准化，提高农田的
精准化管理水平，达到节本增效的目
的。”玛纳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吕晓庆说。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11月29
日，2023年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应急救
援大培训大比武活动在昌吉州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培训基地举行。昌吉州各
县市、园区40余家企业的103名救援
队员组成11支队伍参加。

限定时间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
机，救援队员之间相互配合模拟深
井救援，狭小空间破拆钢筋水泥墙
板……在各个救援科目展示中，救
援队员们严格按照赛程规范操作，
迅速奔赴“战位”，气氛异常激烈。
每位参赛者都斗志昂扬，动作娴熟
有力，争分夺秒地排除比武现场设
置的各类险情。

近年来，昌吉州应急管理局按照
区、州党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
要求，持续加强对各县市、园区建设应
急救援队伍的政策扶持和指导力度，
扎实做好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为
全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
范地州提供有力保障。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应急救援
队队长石毅来自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
发区，他所在的救援队在去年的大培
训大比武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对于此次培训比武，石毅充满信心，他
说：“我和队员们精诚团结、互助合作，
向大家展现准东应急救援队伍良好的
精神面貌和应急处突能力。”

本次活动由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主办，昌吉州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培训
基地和新疆九盛善民紧急救援服务
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持续7 天，由理
论和实操考核两部分组成，分为集体
和个人训练两大项目，设置应急救援
基础、地震救援、危险化学品泄漏处
置、受限空间救援、单兵抢险救援等
比赛科目。

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张楼报道：
为确保冬季高峰期用电安全，近日，国
网昌吉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
各变电站和输电线路进行全面检修，
有效消除多处设备隐患，提升供电安
全性，全力备战迎峰度冬。

11 月 17 日，在 35 千伏麦浪变电
站，国网昌吉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工
作人员爬上28米高的35千伏梧麦线
115 号塔，对线路及设备进行隐患排
查消缺。

为做好迎峰度冬期间工作开展过
程中的安全风险管控，国网昌吉供电
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结合冬季电网特性
和天气特点，完善电力保供应急预案、
防灾抗灾预案等。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
梳理历年迎峰度冬期间易出现设备缺
陷隐患的薄弱环节，提前储备加热装
置、“穿衣戴帽”及充油充气设备等备
品备件，同步做好问题隐患治理工作，
确保设备、电网安全度冬。近一段时
间以来，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组织人员
对公司所辖 45 座变电站进行停电检
修，消除 35 个问题隐患，确保辖区电
网运行安全可靠，为电网迎峰度冬筑
牢安全防线。

2023年昌吉州应急救援

大培训大比武活动举行

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访新疆丝路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丽巧

本报记者 解维建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

设备检修助力迎峰度冬

近年来，昌吉市坚持以人为本，
依托文化传承、互动结对、“互联
网+”等多元化模式大力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圈建设，打造书香社区，让
阅读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
前，全市71个社区实现社区图书室
全覆盖。

图为11月17日，昌吉市北京南
路街道油运基地社区居民在图书室
看书。

梁宏涛 摄

玛纳斯县全力打造数字农业示范县

从收成“看天”到增收“靠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