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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市冬季旅游推介会

走进新疆师范大学

11月20日早晨，河北货车司机殷龙
拉着31吨焦粒从哈密市运往阜康市，他既
开心又有些担心，开心的是接到了活儿，
担心的是货主企业能否按时结算运费。

路过高速公路服务站时，殷龙拨打
了驼运宝数字物流智慧平台运营中心电
话。运营中心回复：已将他的提货单、身
份证、驾驶证等信息上传驼运宝，只待他
抵达目的地卸货，上传收款人相关信息
后，即日就能结算运费。殷龙看到这条
消息，满意地笑了。

2019年，新疆汇通互联信息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运营驼运宝，采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开展货源组织、
车辆调度、全程监控、装卸仓管、支付结
算等运输供应链服务。目前，驼运宝注
册车辆15万辆，注册司机16万人，拥有
客户3000家。

“驼运宝实施全程运单轨迹监控，为
财务核算提供准确数据来源，每一步操
作都有记录可查。车辆信息、货物状态
等全程可视，安全快捷，节约了人力成
本。”驼运宝运营中心主管徐佳介绍。

网络货运不单是将线下的物流转到
了线上，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从运营和管
理等多角度，改善了物流运输的效率和
品质，更为货运市场提供了综合的、全链
条的增值服务。

驼运宝11月26日统计数据显示，驼
运宝5年累计完成成交金额超百亿元，
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元，超过16万名司机
完成订单。

驼运宝网络货运“双百亿”目标是
如何达成的？未来，汇通科技又将走出
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过去5年，我们重点加强驼运宝数
字化、智慧化建设，开发了为车找货、为
货找车的信息发布手机APP，通过大数
据可使不同的运输需求和运力需求进行
梳理整合、智能匹配，提高了信息透明
度，降低了车辆空驶率，在保证运输服务
品质的同时，提高了运力效率。”新疆汇
通互联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段
希燕介绍，驼运宝通过数字化技术解决
方案，帮助货主企业实现运力效率提升、
降本增效，平台业务覆盖全国，网络货运

业务占全疆网络货运业务总额的90%以
上。近几年，汇通科技获技术服务产品
专利 126 项，取得 ISO9000 质量管理体
系证书，是国家4A级综合型物流企业，
在全疆无车承运人考核中排名第一。

汇通科技营收增速不只是营收数据
的增长，更是包括供应链和供应链生态
圈建设速度的全面跨越。

“作为网络物流平台，要想实现为制
造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就需要实现服务
的柔性化。这一任务，需要未来由大数
据、智慧化完成，实现上下游协同。”段希
燕认为。

事实上，驼运宝发展至今，早已不是
单纯的网上运输服务，而是持续向供应链
两端延伸，精准参与整合贸易、运输、仓
储、分配等环节，并实现供应链可视化。

“物流领域供应链管理和数字化应
用的成功，给予了我们启发。如何让服
务更精准、更密切地贴近当前网络货运
业发展需求，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可靠、
持续，成为公司目前探索的方向。”段希
燕说。

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
汇通科技构建全生命周期+全场景服务
能力，覆盖购车、保养、维修、保险、ETC
办理等业务，以及驾驶员安全管理、继续
教育、汇通驿站等服务，形成了以物流为
主促进生产端协同，运输端智能、汽车后
市场联动的供应链生态圈。

“迈入数字化时代，网络货运平台展

现出数字化升级的新趋势。对于货运人
和货运企业而言，要在更为公开透明的
平台机制下，获得更专业、高效、便捷的
服务，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段
希燕说。

在群雄逐鹿的市场竞争中，依托数
字化技术，智慧物流也将实现可见、可
控、可信，多元化和专业化将是服务升级
的重要方向。基于数据的互联互通，货
运物流企业终将迈入“元宇宙”。但要想
完全实现货运物流“元宇宙”，仍有漫长
的路要走。

在段希燕看来，在新时代新经济环
境下，发展理念和技术的革新是企业需
要思考和作答的时代问卷，也是推动网
络货运物流业决胜新发展阶段的重要
基石。

“我们将持续在‘链’上发力，站稳
百亿脚跟，全面向高质量转型。”段希燕
表示，企业最终要迈向降本增效、绿色
交通、安全运行、开放共享的综合服务
物流产业互联网平台，需要探索业务模
块多元化，为其构筑物流生态圈提供支
撑，这也是打造数字物流平台的价值
所在。

较之传统的货运模式，网络货运让
货主和司机更有保障，也使得货运行业
站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这个以数
字化为货运业运营提质增效的平台，正
加快推动技术升级与创新，助力现代物
流体系建设。

11月26日，驼运宝数字物流智慧平台的员工正在观看大数据可视化大屏上显示
的货运信息。

驼运宝：五年实现网络货运“双百亿”目标
本报记者 王薇 文/图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通讯员梁宏涛
报道：11月29日下午，“冬游天山别样暖”
昌吉市冬季旅游推介会走进新疆师范大
学，邀请该校师生到昌吉共赴冰雪之约。

推介会现场，金黄酥脆、内里软糯的
昌吉油糕，让青年学子大呼吃得过瘾。
新疆师范大学大一新生杨旻宇说：“这是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的美食，外酥里
嫩、软糯的口感我非常喜欢。”

此外，昌吉市艺术团还为该校师生献
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悦耳的歌声、欢快
的舞蹈，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昌吉市推出的“冰雪激情运动之旅”
活动也让青年学子兴奋不已。据了解，
今年冬天，昌吉市努尔加滑雪场升级了
各类滑雪设施，面向学生群体推出了专
属优惠活动。

昌吉市的美景美食让青年学子心生
向往，他们纷纷表示，昌吉市将是他们冬
日旅游的必选地。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王文霞报
道：11月28日，由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集团、浙江华东院控股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的呼图壁县 10 万千瓦光伏项目
开工。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呼图壁县天山
工业园区北侧，占地 4800 亩，总投资额
4.84 亿元，建设规模为 10 万千瓦，储能
时长可达两小时，预计年均发电量为
17503.08 万千瓦时。项目投运后，每年
可节约标煤5.2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9.37万吨，对推进呼图壁县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
示范带动效应。

本报讯 通讯员万里洪、张超报道：
11 月 25 日，奇台县坎尔孜乡举办首届

“翻翻鸽”比赛。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翻翻鸽纷

纷展开双翅飞向天空，在空中或旋转或
翻飞，极具观赏性。裁判根据翻翻鸽在
空中翻转的次数、转姿、用时、俯冲距离
等因素评出获胜鸽子。

据介绍，“翻翻鸽”又名“筋斗鸽”，是
中华观赏鸽翻跳类品种中的少有品种，
属于观赏鸽中的一类，翻翻鸽比赛也是
一种深受群众喜爱的娱乐活动。

坎尔孜乡养殖鸽子的村民有200多
户，户均养鸽年收入达2万元，养殖品种
有翻翻鸽、肉鸽。翻翻鸽比赛不仅丰富
了群众的娱乐生活，也带动了家禽养殖
业发展。奇台县坎尔孜乡乡长依力亚·
依斯拉伊力表示，该乡将大力发展以观
赏鸽养殖为引领、以肉鸽养殖为基础的
鸽产业，推动鸽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
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喻兰报道：11 月 24
日，昌吉州第四中学“博爱校医室”揭牌，
这也是我州首家采用网络众筹方式筹集
资金建成的“博爱校医室”。

“博爱校医室”项目是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关注中小学生生命教育、守护青少
年儿童生命健康安全的品牌公益项目。
2022年9月，昌吉州红十字会发布爱心
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以网络众筹的形
式帮助昌吉州第四中学建设“博爱校医
室”。倡议发出后，社会各界纷纷响应，

共筹集资金7.3万元。学校医务室改造
项目于今年9月完工。

“博爱校医室”的建设极大改善了昌
吉州第四中学学生的就医条件，为及时
快速处理学生突发情况、诊断治疗学生
疾病提供了保障。改造后的学校医务室
焕然一新，粉刷了墙面，安装了洗手池，
配置了除颤仪、便携式血压计、轮椅、担
架、制氧机、高压灭菌设备、紫外线消毒
车、视力灯箱、药品等。

该校“博爱校医室”负责人车尚学介

绍：“我们学校是半寄宿制学校，有师生
3000余人，其中有近40%的学生是住校
生。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学校配备了
应急处理所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为全
体师生特别是寄宿制学生就医就诊提供
了便利。”

昌吉州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
志坤说：“目前，我州还有相当多的学校
需要新建或改建医务室。希望更多的人
奉献爱心，建起更多的‘博爱校医室’，改
善学校医疗救护条件，守护师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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