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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世菊）近日，阿
勒泰地区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跨
省远程异地评标副场项目（霞浦县
城区供排水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霞
浦县北山里水厂扩建增容工程项
目）在阿勒泰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两地完成，这是阿勒泰地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首个跨省远程
异地副场评标项目。

本次评标通过“主场+副场”联

动模式：由主场福建省宁德市霞浦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随机抽取3名
评标专家，阿勒泰地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作为副场随机抽取2名评标
专家，共同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
通过远程异地评标技术，历时2个
小时完成评标工作，实现了跨省评
标音视频同步交互、画面同步直
播、文件同步共享、异地同步评审、
在线同步打分、自动生成评标报
告。本次评标不仅实现了两地优

质专家资源跨省共享，扩大了评标
专家资源范围，更通过打破地域空
间壁垒，更好满足了评标需求，提
高了评标质量，促进了公平竞争。

近年来，为着力深化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整合共享，解决评标专家

“圈子化”等问题，阿勒泰地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导
下，积极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工作。
除做好与自治区及其他地州市远程

异地评标“主场”“副场”外，还积极
“走出去”，主动与广东省、吉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机构建立远程异地评标
跨区域合作机制，以“主场”身份开
展远程异地评标工作，收到较好的
效果。

下一步，阿勒泰地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将继续拓宽跨地域合作

“朋友圈”，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交易
跨区域合作机制，全力打造更加公
平、公正、便捷、高效的交易平台。

本报讯（记者 古丽娜 通讯员 叶尔多斯·叶
尔肯）6月22日，喀纳斯景区贾登峪立体停车
场内，12辆搭载车载LED显示屏的新能源摆
渡车整装待发。随着旅游高峰来临，该景区正
以“数字赋能、柔性调度、精细服务”三大抓手，
重塑区间车运维体系，为游客织就“畅行无忧”
的智慧旅游网。

面对持续升温的旅游需求，喀纳斯景区
提前部署503辆运营车辆，包含新能源公交、
观光巴士及应急备用车等多元车型。依托

“旅游大数据+AI预测”技术，景区通过OTA
订单、票务预约及交管平台数据，动态预判贾
登峪、禾木、白哈巴等核心区域客流趋势，实
现跨区域车辆“点对点”调派。例如，当观鱼
台站点实时客流达预警阈值时，调度中心可
15分钟内从喀纳斯湖片区抽调20辆应急车
辆增援。据统计，该模式使重点区域运力缺
口响应时间缩短60%，日均调配车辆超200
趟次。

为更好优化运维能力，今年，喀纳斯景区
构建的“数联、物联、智联”三位一体调度系统
已覆盖贾登峪至喀纳斯全域干线。42处智能
摄像头与2000余个车载传感器实时采集道路
拥堵指数、车辆满载率等18类数据，形成“红黄
蓝绿”四色客流热力图。指挥中心大屏上，贾
登峪门票站的“红色拥挤”与禾木换乘中心的

“绿色畅通”形成鲜明对比，系统据此自动生成
“压缩发车间隔至5分钟”的调度指令。“过去，
凭经验调度常出现‘西边车等人、东边人等车’
的情况；如今，数据让每辆车都精准投放到需
求最迫切的地方。”新疆喀纳斯旅游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观光车分公司经理隋晓刚说，“系统
上线后，车辆空驶率下降45%，游客平均候车
时间减少至8分钟。”

今年，该景区投入的270辆智慧区间车均
加装第五代北斗导航终端，位置信息每10秒刷
新并接入调度中心。在贾登峪至喀纳斯湖的
26公里线路上，车辆一旦出现超速、偏离路线
等情况，系统将自动触发三级报警机制。更为
创新的是，车载LED屏实时显示“线路代码—
当前空座数—下一站点”信息，游客通过扫描

座椅背面的二维码可获取景区实时天气、演艺活动等资讯。计划7月竣
工的禾木、白哈巴支线智慧化项目，还将新增AI语音导览、紫外线消毒
状态提示等交互功能。

针对客流高峰，景区在贾登峪换乘中心、喀纳斯换乘中心等11个换
乘点推出舞蹈《黑走马》、呼麦等“微演艺”服务，日均演出30场。

随着投资135万元的景交车智能调度系统二期项目加速推进，喀纳
斯景区计划年内实现“车—路—云”一体化管控。届时，游客通过“原行
网”小程序可实时查询各线路舒适度，并享受“行李托运＋区间车预约”的
无缝衔接服务。

喀纳斯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鹏说：“我们将以‘每一
步都是风景、每一程都有温度’为目标，让智慧交通成为喀纳斯文旅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姚刚

6 月的喀纳斯景区绿草如
茵。清晨，太阳还未露头，马夫库
兰·克里木就按马队安排，赶着马
匹来到与客人约定的地点，开启
一天的骑行拍摄行程。

“从5月份开始，就有游客跟马
队预定次日行程，假期都是提前一
周约满。”库兰明显感觉到，今年新
疆旅游旺季比往年来得更早。

6月的天山南北迎来八方游
客，新疆旅游市场的火热从一组
数据可见一斑：截至6月17日，喀
纳斯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4.52万
人次，同比增长36.17%；截至6月
17 日，那拉提景区接待游客
123.29万人次；截至6月11日，天
山天池景区接待量已超百万人
次，较2024年提前20天达标，同
比增幅达20%。这串数字既展现
着新疆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更
是当地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
注脚。

为提升游客体验感，天山天
池景区升级“寻梦天山做客天池”
微信小程序，新增 27个景点介
绍，如今小程序内51个景点均提
供语音讲解服务，覆盖遗产地展
示中心、印象天山天池、飞龙潭、
潜龙渊、海北主景区及马牙山景
区。景区还建成新疆首个入境游
智慧入园系统，支持39个国家、
16种语言及外币支付，国外游客
购票效率提升60%。

据新疆天池管理委员会宣传
教育法规处负责人王轶锋介绍，
景区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引入“哪
吒敖丙游天池”主题IP，推出“马
上游”天池新业态，进一步丰富游
客体验。

喀纳斯景区则引入刁羊、姑
娘追等传统民俗项目，端午节期
间推出画扇、投壶等十余项传统
体验活动，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
延长1.5天。进入夏季后，景区还
将举办高山花海节、森林马拉松
等特色活动。

伊犁河谷的那拉提景区同样
热度不减。今年新开放的哈茵赛
民俗风情度假村拥有300间不同
风格的民宿，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
选择；景区新增的新能源车充电桩
等设施，为自驾游群体带来便利。

这股旅游热潮的背后，是新
疆文旅产业的多维变革：文旅深
度融合契合游客需求，AR等技术
在文旅领域广泛应用，服务与管
理水平持续提质——诸多要素共
同推动着旅游市场升级。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到此一
游’，更渴望感受当地文化与旅游
的深度联结。”携程集团区域政务
总经理孙为立说。

夜幕降临时，库兰喂完马匹，
便拿出手机跟着视频学习英语。

“现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景区，
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和他们交
流。”这位马夫的努力，恰是新疆旅
游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微观注脚。

这些景区接待游客超百万这些景区接待游客超百万这些景区接待游客超百万这些景区接待游客超百万

本报讯（记者 古丽娜 实习记
者 王景鸿 姚晨）近日，以“中国梦·
劳动美·新疆好”为主题的“石榴
籽·工会杯”2025年度全区职工运
动会决赛羽毛球赛项在地区体育
馆落下帷幕。

5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区31支
职工代表队的 320余名选手共同
演绎了一场场紧张激烈、精彩纷呈
的对决。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
们精神抖擞，全情投入。在各个项
目角逐中，他们灵活运用各种战
术，把高远球、扣杀、劈杀、吊球等
各路球技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
是男双、女双还是混双项目，选手
们都配合默契，展现出了顽强拼
搏的竞技精神和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甲
组和乙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及男
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名次。

“通过和全疆各地高手切磋，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期待下一次能
在这种高水平的平台，与大家再切
磋、再交流。同时，感谢阿勒泰地
区给大家提供的场地，这次比赛举
办得特别圆满。”男单冠军获得者、
新疆中泰集团公司职工代表队队

员张新说。
据了解，本次比赛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力促进

了全疆各地区、各行业职工之间的
交流。“未来，我们将持续搭建更多
互动平台，让劳动精神、体育精神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
地区工会宣传教育工作组负责人
杨金海说。

“石榴籽·工会杯”2025年度
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羽毛球赛项落幕

阿勒泰远程异地评标“朋友圈”扩容

本报讯（记者 胡俊秀）6月12
日，在青河县阿热勒镇阔布村，晨
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水塘，养殖户
管治金俯身把挥舞着螯足的蟹苗
缓缓倾入水中。“这是从辽宁空运
来的‘小宝贝儿’，可得伺候好了。”
他抹了把汗笑道。这30000只“雪
都新客”在水中舒展开身子，慢慢
游向水塘深处，开启了它们的成长
之旅。

被誉为“中国雪都”的阿勒泰，
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天然的
冰川雪水在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大地
上流淌，水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
微生物，为蟹苗生长发育构筑起无
可比拟的天然温床。

近年来，阿勒泰地区深度挖掘
优质水域资源潜力，通过持续探索
与创新养殖技术，养出的螃蟹肉质

紧实弹牙，凭借卓越品质突破地域
限制，远销疆外各大城市，更以非凡
口感赢得众多沿海城市食客的交口
称赞，成为阿勒泰独具特色的“水中
珍宝”。

6月21日，在阿勒泰市金源水
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3500亩的水
域养殖基地，养殖户刘阳正忙着清
理水面。“由冰川雪水养殖的螃蟹，
成熟期要稍微晚一些，但它的肉质
会更加鲜美。”刘阳说，“阿勒泰市
是地区最早养殖螃蟹的区域。我
们养殖的冰川蟹在8月底上市，主
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
地。2024年，螃蟹的销量20吨，今
年螃蟹的预计销量可达25吨，收入
约150万元。”

在布尔津县杜来提乡萨尔铁热
克村，养殖户那斯甫别克·巴特尔汗

在池塘里忙碌着。今年是他养殖螃
蟹的第5年，近些年他不断扩大养
殖规模，最初400亩的池塘已经扩
大到600亩，蟹苗数量也相应增加
了两倍。“我们的螃蟹，主要销往乌
鲁木齐和本地市场。只要市场价
好，经济收入非常可观。”那斯甫别
克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福海县，“稻蟹共生”模式更
是走出了一条生态循环的新路子。
该县通过种植耐盐碱水稻、淡水循
环灌溉和螃蟹自然肥田，成功改良
4000余亩盐碱地，实现“一地两用、
一水双收”。每亩稻田可产扣蟹
100公斤～150公斤，有机大米每公
斤售价达20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还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赢，让昔日的盐碱地亩产增
收2000元。

阿勒泰地区水产发展中心主任
曹建云说：“阿勒泰的螃蟹虽然生长
周期长，但它因生长在优质的冷水
环境中，不仅内里有物，外观看着青
壳白肚，连钳子上的绒毛都透亮发
白。2024年，阿勒泰地区养殖螃蟹
产量达 600 余吨，产值 4300 余万
元，其中外销占90%以上，越来越多
的外地消费者爱上了阿勒泰的美味
水产。”

随着螃蟹养殖面积不断扩大，
阿勒泰地区螃蟹产量逐年上升，成
为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曹建云
表示：“今后，我们会加大养殖人员
的培训力度，推动螃蟹养殖向产业
化、品牌化发展，让更多人品尝到
阿勒泰螃蟹的独特美味，也让这一
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农牧民增收致
富的有力支撑 。”

阿勒泰螃蟹“横行”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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