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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新疆“风光”起势，是新时代的战略

选择。
2022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

连续两年亲临新疆并发表重要讲话，对
新疆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党中央赋予
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
对新疆工作明确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加快
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提出“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
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11月初，距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
约 100 公里的戈壁滩上，“疆电入
渝”——哈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新疆段最后一场导线展放
完毕。至此，哈重直流新疆段在工程沿
线五个省份率先贯通。

哈重直流是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
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疆电
外送”的第三条直流通道。该工程接入
配套风电、光伏、光热等新能源1020万
千瓦，新能源电量占比超70%。

哈重直流新疆段的率先贯通，体现
了新能源建设的新疆速度。事实上，在
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新疆一直在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改革的思维打通
堵点，激发活力。

完善新能源发展政策，将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备案权限由省级下放至地州级。

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政策，鼓
励氢能、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新材料、算
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产业与新能源
耦合发展。

布局建设1103万千瓦新型储能，西
北首座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电站全面建
成投产运行，加快建设哈密、布尔津、和
静、若羌等抽水蓄能项目。

……
嗅觉敏锐的头部企业纷纷涌入新

疆，昔日的荒漠戈壁正成为炙手可热的
新能源开发宝地。

数据显示，1—9月，新疆新能源项目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6%，拉
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个百分点，
为推动新疆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实践表明，发展新能源产业是自治
区党委把握和顺应全球能源发展大势和
挑战，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新疆
的重要举措，也是新疆增强造血功能、实
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打造利器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纵深推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丰
富的资源，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运行
系统，才能让资源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如今的新疆，无垠沙漠深处，鳞次栉
比的光伏面板闪烁着海一般的蔚蓝；广
袤戈壁之上，座座风机巍然林立，百米长
的叶片呼啸转动，构成荒漠上最为壮观
的景象。

沙漠、戈壁、荒漠曾长期被视为新疆
自然禀赋的劣势，在新的战略选择下，已成
为孕育新能源产业迅速崛起的博大怀抱。

全国首个“沙戈荒”大基地外送通道
新能源项目、国家第一批“沙戈荒”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中国最大规模光伏
绿氢示范项目、西北首座百万千瓦级大
型抽水蓄能电站……新疆新能源开发规
模纪录在不断刷新。

在看到丰富资源优势的同时，我们
也必须正视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

众所周知，风电、光伏发电的不稳定
性与常规可控电源存在巨大差异，极大
程度影响了能源供应的稳定可靠性，一
段时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屡有发生。
要加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保证电
力高效稳定供应，就必须用更先进、更智
能的电力系统支撑起新能源行业的健康
发展。

所谓新型电力系统，就是以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电力需求为首要目标、以最
大化消纳新能源为主要任务，以坚强智
能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与
多能互补为支撑，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
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基本
特征的电力系统。

在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要求
下，推进新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新
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既是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现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固本之举，也是推动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

更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和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2月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
将新型电力系统纳入“十大产业集群”。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的新旧更
迭是核心命题，新能源占比逐渐提升是
大势所趋。

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新疆统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与新能源发展，在优化布局、基地建设、
项目落地、创新发展、煤电转型、电网支
撑、储能建设、配套改革等方面不断发
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能源正在
成为“双碳”赛道的主力军。

今年1—10月，新疆电网调度口径
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2035万千瓦，同比
增长28.9%，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此外，新疆已提前完成国家可再生
能源“十四五”规划中“建设新疆大型清
洁能源基地”相关任务。

目前，新疆正按照“统筹推进，保障
安全；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创新驱动，改
革引领；共享发展，惠及民生”的原则，不
断向纵深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多元发展
培育新疆特色新质生产力

如果说新疆广袤沙漠戈壁的风光资
源哺育了新能源产业的健康成长，那么，
新能源产业依托自身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天生优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显化的
能量，是对这片高天厚土的反哺。

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哈密市风电装备产业由点成链、聚链

成群，已形成风电整机、发电机、齿轮箱、
叶片、塔筒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风电
设备各种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达70%以
上，已成为全国第六大和西北规模最大、
产业链最全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窥一斑而知全豹。
围绕风能、光能大规模开发利用，新

疆积极延伸拓展下游产业链，风电装备
制造、光伏新材料产业发展取得重大成
效。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不仅国内领先，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国际上
也处于优势地位。

持续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型储能是应对新能源发电不

稳定性的有效手段。今年以来，新疆新
型储能项目连续上新。

随着新疆新能源大规模快速增长，
新能源配储和独立新型储能的装机容量
快速增长，预计2024年底新疆新型储能
并网规模近1000万千瓦，且随着压缩空
气储能、飞轮储能等应用，新疆储能呈现
多元多场景发展态势。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统计，今年
1—11月，新疆新型储能充电量39.5亿
千瓦时，放电r量34亿千瓦时，转换效率
86.5%；利用小时数达 1569 小时，是
2023年同期的4.1倍。得益于储能电
站，新疆电网新能源利用率提升3.4个百
分点。

“氢”风徐来，布局新赛道——
氢能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二

次能源。有着丰富风光资源的新疆，积
极抢抓氢能产业发展新机遇，以风光发
电电解水制氢，靠前布局抢占战略性新
赛道。

2023年，自治区出台氢能产业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发布

“氢十条”，克拉玛依、伊犁、乌鲁木齐、哈
密被确定为首批氢能示范区。一批重大
氢能项目启动；一批重点企业正在新疆
加速布局氢能。

……
“风光”之变，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

展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正在更好
惠及民生。

——全力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目前全疆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实
现充电桩全覆盖。在各地州市重点区域
如商业中心、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地，
一批现代化的充电站点陆续建成投用。

——截至11月底，2024年新疆“煤
改电”二期居民供暖设施入户改造工程
任务全面完成。持续3年的“煤改电”二
期工程圆满收官，有效解决农村73.83万
户居民冬季取暖问题。

——拓展绿电和绿证交易范围，引
领绿色消费。截至11月19日，新疆今年
绿电交易量52.98亿千瓦时，是去年全年
交易规模的3.6倍。2024年，新疆首次
实现“绿电进京”“绿电进闽”，新能源消
纳范围扩至全国21个省份。

一路“风光”，将伴随着新疆高质量
发展铿锵脚步演绎出更多动人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董世菊 张楠）12
月 13日，阿勒泰市文化活动中心热
闹非凡，2025 年阿勒泰“群星璀璨
非遗闪耀”群众春晚暨优秀文艺作
品展演精彩上演。

活动在舞蹈《我们共同的家》的
欢快旋律中拉开序幕，声乐《祖国母
亲》、模特走秀《我爱你中国》、哈萨
克族达斯坦吟唱《阿勒泰颂》等文艺
作品接连上演，给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

此次活动汇聚了 2024 年新疆
“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参演作
品、首届新疆民间艺术季参演作品，
以及阿勒泰地区历年“群星耀天山”
的入围与获奖作品等。这些作品选
材广泛，呈现方式多样、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既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也
有贴近群众生活、反映时代发展的
作品。

“每一部作品都很精彩，不仅展
现出新疆人民的热情，更让我感受
到了阿勒泰浓厚的群众文艺氛围。”
阿勒泰市民谭建明说。

《我的阿勒泰》广场舞演员张晓
梅说：“我们的节目受到大众认可，
我特别开心。今后，我们会继续努

力，编排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献给
大家。”

地区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长任

乐说：“今后，我们将认真挖掘优秀民
间文艺作品，助力民间艺人创作更多
精品，打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

艺之作。同时，进一步做好全民艺术
推广普及与提升工作，让优质公共文
化服务扎根基层、惠及群众。”

好戏连台！这场演出每一部作品都很精彩

本报讯（记者 张楠）“载重无人
机飞行高度合适，风速符合作业要
求，开始除冰！”近日，在布尔津县至
吉木乃县一处 220 千伏高压线路
上，国网阿勒泰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无人机对覆冰线路进行带电除
冰作业。

为及时消除输电线路安全隐患，
确保电力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
网阿勒泰供电公司迅速行动，加大设
备巡视检查力度，并对供电线路开展
紧急除冰作业。

除冰现场，工作人员分组协作，

选择最优作业地段组装无人机并挂
载除冰棒。随着无人机缓缓靠近覆
冰输电线路，操作人员精准操控，利
用无人机快速移动产生的冲击力，使
除冰棒有力撞击覆冰线路。在震动
波的作用下，冰层纷纷脱落。

“这是我们首次使用无人机带电
除冰技术。”国网阿勒泰供电公司输
电运检中心运维三班副班长朱孝严
说，“相较传统除冰方式，无人机能
够迅速到达难以接近的区域，在覆冰
初期能有效遏制覆冰蔓延，从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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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首次使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除冰作业

本报讯（记者古扎丽·阿布都热西
提通讯员付浩东）随着新雪季的到来，
阿勒泰各大滑雪场迎来了客流高峰，滑
雪教练也随之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
作为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的一名单
板滑雪教练员，今年24岁的吾拉力·海
拉提迎来了他在该滑雪度假区的第6
个雪季。

“看到自己的学员每天都有进步，
成就感爆棚。”近日，在将军山国际滑雪
度假区A区雪具大厅外的初级雪道上，
吾拉力正在为武汉雪友龙仪讲授单板
滑雪的技巧。在他的指导下，龙仪很快
掌握了单板滑行后刃推坡窍门。“教练
教得很细致，让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为教练点赞！”龙仪说。

之所以能让雪友满意，不仅因为吾
拉力拥有十余年的单板滑行经验，更离
不开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对教练团
队的大力培养。“每年都会有技术精湛
的外籍团队教师为我们进行培训，跟着
他们学到了很多滑雪技巧。”吾拉力表
示，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培训模式，不仅
让本土教练受益匪浅，也提升了整个滑

雪度假区的服务质量。
吾拉力告诉记者，他自2019-

2020雪季起就在该滑雪度假区从事教
练员工作。起初，他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度假区担任单板滑雪教练，第一个
月就赚到了6000元，这让他尝到了甜
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继续
从事这份职业。

除了教授学员外，吾拉力还负责滑
雪教练员的进阶授课以及课时安排。
教练员孔一澄说：“吾拉力通过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自身积累的滑雪技巧，教会
了我很多新的滑雪技巧。”

近年来，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各
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最初的1座雪
具大厅、几条雪道，变成了现在的2座雪
具大厅、70余条雪道，可玩性、趣味性、
舒适性越来越强，这些变化不仅为滑雪
爱好者提供了更好的滑雪体验，也为像
吾拉力这样的本地群众提供了就业
机会。目前，该滑雪度假区拥有滑雪教
练员170名，他们正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和热情服务，助力阿勒泰冰雪旅游产业
蓬勃发展。

返乡大学生解锁滑雪教练新身份

本报讯（记者 张涛 通讯员 李怡
然）近日，记者走进阿勒泰市农畜水产
品质量安全综合检验检测站，只见各类
高精尖检测仪器有序排列，样品制样

室、样品前处理室、气相室、液相色谱室
等功能室一应俱全。身穿白大褂、佩戴
口罩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样品进行细致
预处理，整个检测流程井然有序。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严密监管体
系中，检验检测如同一张“准行证”，确
保着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安全
可靠。

该检测站于2020年9月成立，承
担着全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任务。2021
年7月，检测站顺利通过自治区资质
认定和机构考核“双认证”评审，承担
全市1.8批次/千人的定量检测任务。
今年，检测站已把农药残留检测参数
从原有的55项扩展至185项，不仅拓
宽了检测范围，还提升了检测的精准度

和覆盖面。
“今年，我们完成监督抽查任务

153批次、例行检测任务66批次，以及
乡镇快速检测任务1.3371万批次。”阿
勒泰市农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验
检测站站长范彩霞说，“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深耕细作，
不断提升风险评估与抽检检测水平。”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阿勒泰市：加强农产品检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张小宓

冰雪世界的一天是怎样的？日
前，参加“2024新疆热雪节”配套活动

“出发吧！新疆——热雪暖冬”网络
主题活动的9名达人，在布尔津县禾
木喀纳斯蒙古族乡禾木村度过了愉
快的一天。他们通过镜头和文字，将
冰雪禾木之美讲述给更多人。

太阳升起前，禾木村是一幅绝美
的水墨画，皑皑白雪覆盖远山森林，
村中木屋若隐若现。

天还没亮，来到禾木村的游人或
骑马，或徒步，或坐着雪橇，赶往哈登

平台等候拍摄日出。
晨光先是照亮山尖，接着天一点

点亮起来，禾木村的轮廓逐渐清晰。
木屋错落、炊烟袅袅，烟火气慢慢升腾。

新疆纪录片工作者牛思源捕捉
到晨曦下美妙的禾木，他说：“禾木冬
季美景格外治愈且非常适合拍摄，越
冷天空越干净，也更容易出片。”

“就像烟花绽放身旁，浪漫又唯
美。”旅游博主“7090夫妻旅行”成功
拍摄出“泼水成冰”景象，并给大家分
享经验：掌握好手腕的力度，让水绕
过头顶到身后才能形成完美的弧度。

中午时分，在“百年老屋”民宿的

演艺厅里，马蹄乐队带来非遗沃尔铁
克表演，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
时，了解更多民俗文化。

新疆文化旅游宣传大使可兰白
克·马坎用手机记录着美好时光。他
说：“在这里，欣赏冰雪的同时感受人
文气息，是非常宝贵和纯粹的体验。”

午后的慵懒时光，旅游博主“汤
川星辰”在小院里捧一杯热茶，沐浴
着阳光。他说：“什么也不想，什么
也不做，村里的氛围非常治愈，就想
放空一切走走转转，晒晒太阳、听
听歌。”

随着太阳慢慢落山，村里进入

“蓝调时刻”。牛思源说：“日暮时分，
天地之间冷色和暖色过渡会产生好
看的颜色，整个天空会呈现一种静谧
的蓝色，短暂而美好。”

夜幕降临，节奏欢快的音乐在落
日篝火广场响起，来自各地的游客围
着篝火跳起舞，星光点点映衬着篝
火，冬夜的禾木热闹起来。路边小
摊，热腾腾的烤红薯、奶茶让空气里
弥漫着甜香。

新疆文化旅游宣传大使马杨向
大家发出邀约：“冬天的快乐是多样
的。在禾木村，只需出发就能找到快
乐的秘诀。”

禾木十二时辰 美好俯拾皆是
鑫诚拍卖公司定于2025年1月

3日12:00在阿勒泰地区行政服务中
心（阿勒泰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楼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届时对以
下拍品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门口
3号单层小木屋3年租赁权；

2.位于阿勒泰市金山路9号负
一层9-001号、9-003号、9-004号、
9-005号、9-009号商铺3年租赁权；

3.位于阿勒泰市哈拉尕什村农
业产品深加工园区1号管理用房3

年租赁权；
4.位于哈巴河县民主中路边贸

市场A区B区商业三层01、02、03号
房地产权；

5.位于阿勒泰市文化路3区129
栋10号、11号门面2年租赁权。

有意者，来人索取相关资料，办
理竞买手续！

展示地点：拍品所在地
展示时间：2024年12月17日至

2025年1月2日
垂询电话：0906-6265111、
18167681106、18509054600

阿勒泰地区鑫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17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