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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张
强 通 讯 员常倚凡 管健
龙）大红灯笼高高挂，浓浓

年味暖军营。近日，武警

广西总队 贵 港 支 队 营 区

处 处 张 灯 结 彩 ，其 乐 融

融。官兵们在营区内挂

灯笼、贴窗花，喜迎新春

佳节，让这个特殊的地方

充满了家的温馨与祥和。

图为武警官兵正在
精心布置营区。

管健龙摄

浓 浓 年 味 暖 军 营

1 月 23 日，新疆乌鲁木齐市飘起

鹅毛大雪。记者来到位于乌鲁木齐高

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的新疆华通

泰克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华通泰克”）车间内，看到一套脱挂

式索道动力实验装置正在运转。

作为新疆唯一一家同时具有游乐

设施和客运索道两大类特种设备专业

制造资质的企业，新疆华通泰克与新疆

冰雪产业同频共振。目前，该企业生产

的各类索道产品已经在全疆多个滑雪

场正常运营，市场占有率接近60%。

“随着近年来冰雪产业发展的提

档升级，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逐

步实现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新疆

华通泰克总经理周涛告诉记者，今年

公司已经与新疆、青海等地的多个滑

雪场达成合作意向，将开足马力完成

订单生产。

因地制宜，紧跟滑雪场需求

2002 年起，原本主营游乐设备的

新疆华通泰克，开始向客运索道转

型。企业接到的第一个订单，便来自

乌鲁木齐南山的白云滑雪场。“架空

客运索道是滑雪场定级的重要硬件

设施。白云滑雪场当时要进行升级

改造，因此需求很迫切。”周涛说。

在顺利完成 1 号索道建设后，新

疆华通泰克又陆续在该滑雪场建设

了 2 条索道，在行业内逐渐打出知名

度。而随着滑雪场在新疆遍地开花，

新疆华通泰克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

相继承建了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阿

勒泰将军山滑雪场、那拉提国际滑雪

场等地的空客运索道。

“以前，国外的架空索道技术一

直处于领先地位，但近年来国产化技

术和装备逐步取代进口，相应的国家

行业标准日益完备。”周涛介绍道。

虽然国内架空索道的生产技术

已经定型，但具体落地还要根据滑雪

场各自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进

行优化定制。在阿勒泰将军山滑雪

场配套的 9 条架空索道中，新疆华通

泰克建设的索道达到 7条。“阿勒泰山

区冬季气温可低至-40℃，这就要求

索道要具有很强的耐低温能力。”周

涛说，对此，他们采用具备耐低温性

能的钢材，并在设备结构上进行优化

调整。比如在动力设备的机房配备

了自动加热装置，避免极端低温时出

现动力故障。

近年来，新疆华通泰克不仅积极

开拓国内市场，在青海省 2 家滑雪场

建设了 4条索道，还立足区位优势，加

紧布局中亚和西亚市场。

统筹兼顾，既要提速还要可靠

2024年 12月起，乌鲁木齐白云滑

雪场迎来客流高峰。“随着游客数量

的攀升，我们与新疆华通泰克合作建

设了第三条架空索道，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等待排队的状况。”白云滑雪

场总经理助理孙玉苗说，虽然排队时

间短了，但大家还是反映乘坐时间较

长，希望能给索道提提速。

然而，给索道提速并非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情。

“传统架空索道采用固定抱索器

式，始终保持同一速度运行。而要想

提速，则要采用脱挂抱索器式索道。”

周涛告诉记者，与传统固定式索道不

同，脱挂式索道站内站外运行可实现

自动变速，速度加快数倍的同时，载

客量和安全性也大大提升。

2019 年起，新疆华通泰克成立技

术专班，开始着力攻克脱挂抱索器式

索道技术，目前累计投入研发资金已

超 1500万元。

“我们目前正在对驱动和迂回系

统进行实验测试，周期需要两个月。”

新疆华通泰克副总经理窦平介绍，这

套驱动系统由企业自主研发，大小零

部件均实现国产化。通过脱挂抱索

器，索道能够精准控制索道运行每个

环节的速度，可实现每秒 0—6米范围

内的平稳转换。

“也就是说，游客在站内上车和

下车时，索道抱索器脱开高速运行的

钢丝绳进入站内慢速驱动系统，速度

可以降至每秒 0.35 米以内，而出站时

抱索器又逐渐加速至每秒 6 米，自动

回挂到高速运行的钢丝绳上。”窦平

说，仅在运行速度上，这套设备就比

传统固定式索道提升三倍。

窦平介绍，在后续实验中，技术团

队还将对整个装置进行机电联动各项

试验，确保索道设备运行绝对安全。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这项新

技术，力争早日拿到国家制造资质，

也希望滑雪场能一起参与，共同助力

冰雪产业升级。”周涛说。

新疆华通泰克：

筑牢索道“安全线”，助推冰雪产业提档升级
冰雪经济新动力

◎本报记者 梁 乐

春节临近，成都“灯笼之乡”金堂县金龙镇的灯笼产业

又迎来一年中的高光时刻。一辆辆满载红灯笼的快递车，

频繁穿梭于乡镇街道，将这份喜庆与祝福送往千家万户。

人们将喜庆与祥和的寓意，融入这火红的灯笼之中，

悬挂在檐下门前，既是对过去一年平安顺遂的庆祝，更是

对来年幸福安康的期盼。而在金龙镇人的心中，灯笼不仅

仅是一种节日的装饰，更是致富的门道与手艺的传承。

特色产业带动增收致富

走进金龙镇鸿发灯笼厂，一幅繁忙而有序的画面映

入记者眼帘。裁剪、印制、缝灯面、穿钢丝、套灯架、拉金

条……一个个形态各异、精美绝伦的灯笼在工人的巧手

下悄然“诞生”。

“我们从去年 10 月中旬就开始忙碌，每天出货量在

600箱左右，目前出货金额达 60万至 70万元。”鸿发灯笼厂

总经理陈俊龙向记者透露，最近他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订单电话。

金龙镇灯笼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明末清初。

20世纪 80年代末，金龙镇的灯笼开始迈出家门，步入市场

大潮。

经过 40 余年发展，昔日的灯笼小作坊已“华丽转身”，

成为现代化的大工厂。而这项传统民俗活动，也成为带动

民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许多村民通过在灯笼厂家打

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

“我们家距灯笼厂 300米，平时一个月挣 4000多元，这

段时间能挣到 5000 多元。既赚钱还能照顾家里，感觉非

常好。”鸿发灯笼厂员工张女士说。

为加速灯笼产业发展，形成特色化品牌，2021年 3月，

金堂县和德阳市中江县两地携手编制《金中灯笼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总体规划》，建设喜庆产业全产业链基地、金中

灯笼加工中心、喜庆产品制作基地、智慧物流配送基地等

10余个项目。

目前，该园区已形成以灯笼设计制造、物流、销售全产

业链为主，相关喜庆产品产业链为辅的灯笼产业链，建成

鸿发灯笼厂、创意灯笼安装公司等灯笼企业，吸纳两地务

工人员 300余人，实现年产值 7000余万元。

传统工艺邂逅现代科技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成都裕盛靓彩工艺

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靓彩礼品”）工厂内，激光雕刻机

昼夜不息地运作，以光速在材料表面雕刻出细腻繁复的图

案。从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到现代的极简线条，每种设计都被注入了科技的灵魂。

与鸿发灯笼厂坚守的传统灯笼制造路线不同，靓彩礼品主攻毛毡布灯笼这一新兴

领域。“今年春节前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的订单量增长了 20%。”该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靓彩礼品每年三分之一的灯笼款式都需淘汰更新，王勇更是

亲自上阵，自学电脑设计技能，化身为“创意大师”，以毛毡布作为原料，打造出灯笼款式

的“千变万化”。

如今，通过电商平台，金龙镇的灯笼产品可以轻松跨越地域限制，销往全国各地乃

至海外市场。“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模式，也让消费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灯笼的制作过

程和背后的文化故事。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

了金龙镇灯笼产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陈俊龙说。

1 月初，通过与马来西亚直播团队合作，陈俊龙让金龙灯笼实现了从“幕后”到“台

前”的转变。仅直播了一周，陈俊龙就把相当于一年的订单都拿到了，并且订单总额占

国内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出口灯笼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作为灯笼的传承人，我的心愿是让‘金龙造’灯笼走向世界，让这一抹亮丽的‘中国

红’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陈俊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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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座拥有 2800多年历史的“活着

的古城”，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注视。

2022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自迎薰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

城全貌。那次考察，总书记指明历史

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求“守护好前人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 总 书 记 的 叮 嘱 ，我 们 时 刻 不

忘。”平遥县文旅局文物管理股股长

闫海滨说，为保护古城的原真性和完

整性，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古城花

费 5000 余万元，对受损城墙“修旧如

旧”，并对城隍庙、清虚观等古建筑开

展保护修缮。

一砖一瓦守护历史印记，一技一

艺赓续文脉华章。

海河之畔，天津最早的经济、文

化、商贸聚集地——古文化街升腾起

浓浓的节日气息。

热闹喧嚷的老街上，黑漆金字

的木制牌匾“杨柳青画店”格外引人

注目。走进店铺，一幅幅寓意美好、

喜庆十足的年画让人感受到春节的

氛围。

天津杨柳青画社高级工艺美术

师苏丽妍正忙着向顾客作介绍：“过

年贴年画的老传统又回来了，这两年

的春节都是我们的销售高峰期。”

2024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细细观看“勾、刻、印、绘、

裱”道道工艺。

“总书记对杨柳青年画的关注和

重视让人感动。我有责任把这项技

艺传承好、宣传好。”回忆起那一幕，

苏丽妍依然感慨。

一年来，画社团队深耕“老版复

生”项目，首批选择了 6幅广为人知的

娃娃类年画木版，以传统工艺复刻，

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这些古版、古画被赋予了新生

命，更生动地‘活’在当下。年画也不

再仅是‘过年的画’，而是融入更多新

时代的生活场景。”苏丽妍说。

更温馨、更幸福，情暖为民路

距“草原天路”15公里，一排排黛

瓦白墙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山居

与美景相得益彰——这是河北张家

口市张北县德胜村。

“挂灯笼喽！”

腊月朔风凛凛，村民徐海成家的

小院里却满是暖意。他将一个个红

灯笼挂起，小院顿时喜气洋洋。厨房

里，老伴儿正带着孩子们忙着炸开口

笑、炸年糕，讨个“笑口常开年年高”

的好彩头。

2017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踏着皑皑白雪走进徐海成家。种马

铃薯的收入、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

药费……坐在客厅里，总书记同一家

人算起了收支账。“那时候，我们村还

穷得很。我家才种着 30亩地，一年忙

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徐海成说。

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总书记那

天同大伙儿一块谋划致富路，鼓励大

伙儿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这让徐

海成和乡亲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沿着总书记指的路往前走，荒滩地

也能蹦出‘金蛋蛋’。”

如今，徐海成承包了 120多亩地，

种植马铃薯等作物，还买了新拖拉

机。“照料完自己的地，我还能开着这

‘新伙计’帮别人家耕地、收马铃薯，

又多了一份收入。”说起现在的日子，

徐海成乐得合不拢嘴，“就盼着能有

机会再给总书记报报家里的账。”

徐海成一家的变化是德胜村变

迁的缩影。依靠发展马铃薯种植加

工、生态养殖等产业，德胜村全村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 2 万多元，比 8 年前

翻了好几倍。

顶风踏雪寻找致富路，只因温暖

中国年的画卷里不能少了困难群众

的笑脸。不辞劳苦体察民情，只因百

姓一蔬一饭，都关系着幸福中国年的

成色。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 76 岁独居老

人张淑莹从家出发步行十多分钟，便

来到了社区“虚拟养老院”的餐厅。6

个菜每顿更换、任意选用，再配上一

碗白米饭，一餐只需要 8元。

“在这儿吃饭又省事又实惠，吃

完还能和老伙计们排练排练节目。”

张淑莹说。

2013 年 2 月 4 日，这家餐厅迎来

一位特殊“访客”——习近平总书记。

“饭量够不够”“卫生不卫生”，总书记

仔细询问，还帮就餐的老人端来一盘

热气腾腾的饭菜。

“总书记身体力行关爱老年人。”

尽管已过去十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到

访的场景依然让餐厅负责人傅连鸿

记忆犹新。

十多年来，餐厅多次翻新，不仅

扩大了老人就餐区域面积，还增设了

阅览区、休闲区。菜单更是根据老人

需求不断更新，力求营养均衡、荤素

搭配、少油少盐。

“总书记来我们餐厅考察时祝愿

老人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希望能

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周边老年人带来

健康的饮食，更带来家的温暖。”傅连

鸿说。

春节临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一派繁忙景象，商户们议价

格、搬货品，好不热闹。

民以食为天。“菜篮子”“果盘子”

连着百姓餐桌。

从老挝新建的毛豆种植基地赶

回北京，蔬菜商户谷志龙立马投入到

春节保供工作中：“春节期间群众对

蔬菜需求量大，我们可不能休息，得

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202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视频同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

采购年货的群众连线，谷志龙正是其

中一员。

“总书记详细询问菜价和市场运

行情况，嘱咐我们在拓展货源、丰富

品种、保证质量上下功夫。”谷志龙

说，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一边努力扩

大种植规模，一边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把关能力，希望能不负总书记期望。

“不光是我，我们新发地的商户

们干劲都足着呢。”谷志龙说，这些

天，新发地市场每天有 2 万吨蔬菜

上 市 ，全 力 守 好 老 百 姓 的 团 圆“ 好

食光”。

北疆大地，银装素裹，国旗高扬。

从内蒙古阿尔山市穿越林海雪

原，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驻扎在这

里，守护着国门。

三角山边防连二级上士李长月

已在岗位上度过了好几个春节，但印

象最深的，还是刚入伍时的那次。

11 年前的农历腊月廿六，习近平

总书记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

慰问在边防线上巡逻执勤的官兵，还

在连队食堂同战士们一起用餐。

“习主席边吃边同我们拉家常，

特别亲切。”李长月说，习主席的到

来，“就像家人来看望一样”。

“战天斗地，爬冰卧雪，戍守边

关”，习近平总书记对边防军人的肯

定，时时鼓舞着李长月。原本打算两

年后退伍继续完成学业的他，在这个

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的地方扎

下了根。

这些年，边防连巡逻的路从土

路、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远程视频

监 控 系 统 帮 助 值 班 员 实 时 监 控 边

境情况，战士们的物资供给也更丰

富了。

今年过年，李长月还和战友们网

购了彩灯、对联，营房里透着年的味

道、家的温暖。

“尽管我们远在边疆，但我们都知

道，中南海与边防线紧紧相连，习主席

和我们普通战士心心相通。我们一定

会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不

负习主席的重托。”李长月说。

明方向、鼓干劲，砥砺奋进路

四川成都市区西行约 50公里，到

战旗村一路畅通。

从村口沿着宽敞的战旗路进村，

绿树夹道而种、红色灯笼高悬，家家

户户院里挂满油亮亮的腊肉腊肠，映

衬出富足年景。

2018 年 2 月，也是沿着这条路，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战旗村考察。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察看特

色农副产品和蜀绣等手工艺品展示，

同乡亲们亲切交流，叮嘱“要把发展

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

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落到

实处，战旗村成立了一支党员志愿服

务队，教技能、做帮扶，以党建带动乡

村振兴。

刚刚过去的一年，战旗村的党员

们更忙了。村党委书记高德敏介绍，

村里建起了粮食烘干中心，目前已经

烘干了 3900 多吨粮食。乡村旅游越

来越红火，去年村旅游收入达 4000多

万元。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高德敏

说，“我们战旗村人会继续好好干，以

产业兴带动百姓富，走好乡村振兴的

康庄大道。”

“履端元日，正始之初”。年岁更

替之际，是新的远征、新的出发之时。

赣鄱大地，大街小巷车水马龙。

位于江西南昌的华润江中湾里制造

基地（江中药谷）智能化生产车间里，

上百个机械手臂此起彼落，无人驾驶

AGV小车沿着设定路线高速运转。

2016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江中药谷，察看产品展示，视察

自动化生产线和质量检测中心，语重

心长地叮嘱：“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

好、传承好。”

基地总经理钟志坚印象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这份沉甸甸的嘱托，令

他“看到了中医药的未来”。

“通过企业自主创新，目前江中

药谷固体制剂车间，制粒、混合、压片

等关键工序都实现连续化生产，生产

效率提升 15%，年产值达 12 亿元。新

的一年，我们希望能将相关技术推广

到更多制药企业，更好助力中药制造

产业升级。”提起新年计划，钟志坚信

心满满。

祖国西南，群山深处，通往“中国

天眼”FAST的路迂回盘旋。

春节将至，FAST 现场维保负责

人雷政仍然忙碌在岗位上，保障望远

镜稳定运行。

“每到家国同庆的日子，我总会

想起‘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想起他

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情怀。这激励

着我不管多难多累都要扎根‘天眼’、

守护‘天眼’。”雷政说。

2021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贵州时亲切会见“中国天眼”项

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勉励大家“以

南仁东先生为榜样，弘扬科学家精

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加快从跟跑

向并跑领跑转变”。

无数“南仁东”的坚守与奋斗，换

来了“中国天眼”的全天候稳定运行

和 性 能 不 断 提 升 。 截 至 2024 年 11

月，“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突

破 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

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中国天眼’令我国在射电天文

研究领域实现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

这有力证明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这条路我们走得通、走得好！”新的一

年，雷政希望把望远镜的维保工作做

得更扎实，让仰望星空的大国重器愈

加“耳聪目明”。

汽车沿着云南腾冲的崎岖山路

行驶，司莫拉佤族村就在山的那边。

做 大 米 粑 粑 是 佤 族 新 年 的 传

统。每当此时，村民李发顺都会念叨

起习近平总书记那声“有福有喜”。

2020 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李发顺家，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聊

家常。李发顺邀请总书记一起制作

大米粑粑。

“总书记做得很细致、很用心，做

完还笑着说，‘摁了个福字，再来一个

喜字，有福有喜’。我们大家都鼓起

掌来。”李发顺回忆道。

当年还在准备考研的女儿李连

欢，如今已研究生毕业；当年想当兵

参军的儿子李连斌，在部队一切都

好。李发顺说，总书记鼓励孩子“有

志者事竟成”。这是追梦的力量。

如今的司莫拉佤族村，青山环

抱，屋舍俨然，各类专业合作社欣欣

向荣。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业，2024 年

迎来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019 年的 14000 多元，

涨到了 2024年的 24000多元。

春节快到了，村民们用灯笼和春

联将村里装点一新。大家聚在一起，

又唱起给习近平总书记唱过的那首

《阿佤人民唱新歌》。

“ 共 产 党 光 辉 照 边 疆 ，山 笑 水

笑人欢乐。社会主义好哎，架起幸

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越

宽阔……”

嘹亮的歌声，唱出乡亲们的心

声，沿着青山传遍神州。

（新华社北京 1月 26日电 新华
社记者）

（上接第一版）
过去一年，在河北省平泉市，由河北

晟德基建公司承建的海棠河风电场从无

到有，一台台大型风机拔地而起，实现了

一个个新突破。

刘进介绍，该风电场安装 50 台单机

容量 6 兆瓦风电机组，每年发电等效利用

小时数 2234 小时，年提供绿电 6.7 亿度，

可节约标煤 20.4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4.53万吨。

光伏、风电快速发展，带动制造环节

不断升级。特别是围场德佑光伏项目，配

套设备全部采用国货，其中 8 万多块光伏

组件就来自河北省企业。

“风电无论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还是

从资源储备量来讲，在我国发展前景广

阔。”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国

清表示，面向未来，公司将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新能源领域

探索更多因地制宜推进风光互补新路径。

“电力高速”筑通途

风起风止，日升日落，自然特性形成

了风光新能源随机和波动的特征，而新能

源大规模并网消纳也成为公认的难题。

稳定、安全的“电力高速公路”，使新

能源转化成稳定可靠的电能，点亮了北京

的灯、照亮了雄安的夜，进入千家万户。

随着承德市“两站一通道”工程有序

推进，风光新能源开足马力奔赴京津冀核

心用电区。

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

任王宏亮告诉记者，2024 年承德电网新

增新能源并网 858.74万千瓦，新增并网量

占全市风光发电装机总量的 43%。其中，

大部分成绿电通过 4 条 500 千伏电网通

道，直抵唐山，再“分销”至京津。

风光发的电，在负荷低谷时段可能用

不完，而在负荷高峰时段又可能不够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河北集电隆化独

立储能电站应运而生。

在用电低谷时，用磷酸铁锂电池将富

余风光电能储存起来；到了用电高峰，再

将储存的电能有效释放，让风光绿电存得

住、供得稳、用得好。

今 年 3 月 末 ，河 北 集 电 隆 化 300 兆

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将全部投用，

届时能满足承德市近一半新能源储能需求。

承德市高新区晟德大厦 1500 平方米

的场地正在进行升级改造。预计到 6月 1

日，承德地区首个新能源共享集控中心将

在此落成，为承德区域内风电、光伏等项

目运维配置一个“最强大脑”。

“面对新能源场站大幅接入，传统场

站生产运维方式已无法胜任。”刘进告诉

记者，承德地区新能源场站均为山地、丘

陵场站，环境偏远，数据资源无法实现共

享。“新能源共享集控中心建成后，将有效

提升新能源场站运维效率。”

新能源共享集控中心能实现集中监

视、智能报警、远程控制等功能。届时，

“区域远程集控、片区集中运维”不再是幻

想，无人值班或少人值守的场站将遍布承

德各地。

推动新能源产业向“新”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