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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昌吉客户端

开年即开工 开局即实干
——昌吉州各地生产一线观察
□本报记者 常谊谊

CHANGJI RIBAO

昌吉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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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鸣的机械声在生产车间发出回
响，大型工程车在项目建设现场来回穿
梭，焊花飞溅留下了奋斗者的印记……
连日来，昌吉州各地企业投入到忙碌的
生产中，抢抓订单、保障生产，奋力实现

“开门红”。
3月2日，其亚新疆集团铝电有限公

司电解车间，数条生产线全速运作，工
人各司其职，或操作设备，或驾驶叉车
搬运产品，一派繁忙景象。

由于订单量大，其亚新疆集团铝电
有限公司早早复工，铆足劲儿忙生产。
该公司生产厂长王仕桃说：“我们的各
条生产线已经全部开启，处于满负荷生
产的状态。铝锭日产量在2300吨左右，
产品主要销售到江苏、浙江、四川、贵
州、江西一带。”

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是中

泰集团下属最大的氯碱加工生产企业。
记者走进该公司树脂车间，只见一条条
自动化生产线飞速运转，一件件特种树
脂产品下线。

“这条生产线采用了最新的悬浮聚
合、接枝共聚技术，可生产消光树脂、医
用树脂、高抗冲树脂等多种特种树脂产
品。”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研发员王邦善表示，当前，公司特
种树脂新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多家下游
客户提出了订购诉求，部分产品已提前
预售。目前，公司生产设备已开足马力
高负荷运转，奋力冲刺“开门红”。

在木垒县民生工业园，国家电投、
华能、深能源、粤水电、陕投集团等企业
投资建设的数十个风光电项目稳定运
行，将源源不断的电力送往华中、华南
等地区。

“节后我们加大了日常巡护及电厂内
部设备检修力度。目前，昌吉州国投新能
源并网发电规模达到75万千瓦，每年节约
标准煤51.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39.91万吨。”昌吉州国投庭州能源（集
团）公司总经理吴新疆介绍，眼下公司正
抓紧筹备建设3个新并网项目，分别是吉
木萨尔县25万千瓦光伏项目、奇台县20
万千瓦风电项目和阜康市20万千瓦/80
万千瓦时共享储能电站项目，预计今年底
并网装机总量达到140万千瓦，全容量并
网后实现上网电量约24亿度。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小麦、玉米、棉花新品种选育和种子
生产加工、市场营销服务于一体的股份
制企业。记者近日走进该公司制种加工
厂时看到，全自动玉米加工生产线快速
运转，工人们有序将玉米种子封袋、包

装，接着装车外运。
“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两班倒连续加

工作业，每天都有近20万公斤的成品种
子通过加工厂发往全国各地，确保种子
产品第一时间进入市场，为春耕春播做
好准备。”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园加工厂负责人张亚军告诉记者，目前，
企业在塔城、库尔勒、喀什等地的多家制
种加工厂全部开工生产，加紧赶制来自
全国17个省、市（区）的订单。

一年之计在于春，冲刺抢跑赢未
来。据了解，昌吉州各地、各相关部门正
持续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主动靠前，抓
好包联服务，及时掌握企业生产情况，
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用能、融资等问题，促进企业复工
复产，实现“生产即满产”，以新气象、新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月的昌吉，冰雪尚未融尽，挡不住
的春潮已然涌动。全州各地温室大棚里
一派忙碌景象，种植户紧跟春光，抢抓
农时，投身农业生产中，奏响“春耕曲”。

3月15日，记者走进昌吉市佃坝镇
土梁村村民郭永强的温室大棚，只见一
片片嫩绿的菜苗长势喜人，散发出淡淡
的清香。

“我家有5个大棚，占地3亩。去年12
月下旬我开始育苗，品种包括黄瓜、西红
柿。”郭永强说，他家蔬菜一年收获两茬，
都是蔬菜批发商上门收购。

发展设施农业收入咋样？郭永强笑
着说：“这几年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成熟、
规模越做越大、销售渠道畅通，他的收
入也跟着水涨船高。去年他种植大棚蔬
菜挣了 15 万元，今年收入还有增长空
间。”

棚室经济发展得好，科技的加持功
不可没。说话间，昌吉市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中心高级农艺师李涛掀
开厚厚的大棚门帘走了进来。

2023 年 12 月以来，李涛逐户走访
佃坝镇的温室大棚种植户，在蔬菜越冬

以及早春育苗的关键期提供技术指导。
“这几天，你在管理上要注意控制

温度、通风降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一
定要保证土壤水分充足，注重科学追
肥、病虫害防治。”李涛说。

郭永强听了连连点头，他说，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自己育苗既增加了成
活率，又增加了一笔经济收入，很划算。

时下，土梁村智能阳光大棚里同样
是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一台台自动化
育苗机高效运转，工人们将穴盘放上传
送带，填土、挖穴、铺盘，再把一粒粒辣椒
种子精准地放进穴盘对应的孔里，种子
将会在这里萌芽、生长。

“今年，我们村接了一个千亩辣椒
育苗订单，总收益43.5万元。我们从2月
25日起开始育苗，3月开始洒水，预计4
月出苗，每天可育苗 4000 盘。”土梁村
村委会主任李万兵说。

土梁村智能阳光大棚蔬菜种植区里，
生菜青翠欲滴，一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源源不断供应乌昌
市场；另一侧的花卉种植区内，杜鹃花迎
春绽放，玫瑰花香沁人心脾，一幅百花争

艳图在眼前展开，吸引了昌吉市民前来
选购。

李万兵告诉记者，从1994年起，土梁
村大力推进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示范
带动、科技助推等方式，引导群众发展设施
蔬菜、花卉种植，全村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达
700亩，建成温室大棚330个，加快发展育
苗、种植、销售一条龙的全产业链。

“ 昌 吉 市 有 日 光 温 室 1314 座 共
1427 亩，投入生产育苗的有 981 座，主
要以辣椒、西红柿、黄瓜、番茄等育苗及
菜苗种植为主。目前，昌吉市加工番茄
和春提早蔬菜育苗工作已全面展开，预
计3月10日结束。”李涛说，2023年，全
市加工番茄育苗面积 879 亩约 3 亿株，
蔬菜、西瓜、香瓜等各类育苗1600万株。
预计2024年番茄育苗比上年增加6000
万株，露地蔬菜突破7500亩。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昌吉
州设施农业经营主体和类型日趋多元
化，生产领域由蔬菜种植向食用菌、花
卉业等方向延伸，如木垒县的玫瑰花、
奇台县的草莓、吉木萨尔县的人参果、
阜康市的林果、呼图壁县的花卉等都具

备形成优势产业的潜力和能力，成为昌
吉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据统计，全州现有各种类型温室
8840座。2024年，全州投入生产的温室
有 2830 栋共 3585 亩，培育西红柿、辣
椒、茄子、黄瓜、西甜瓜等果蔬苗85000
万株，可满足3万亩蔬菜瓜类、17万亩加
工番茄的种植。

为扎实做好设施农业的春季生产，
昌吉州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
好科技育苗大棚，把“大棚经济”效益最
大化。同时，强化农业技术服务，加强人
员技术培训、强化农机服务指导，通过
科学防控手段，减少农作物病虫害发生
率和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为全年农
业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024年，我州将立足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继续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持续提
高设施农业水平，推动先进设施装备技
术研发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设施农业生产模式，进一步拓宽增收致
富渠道，有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帮助农
民增收。”州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贾
文明说。

抢先机 开新局 作典范

不负田野不负春 春耕备耕正当时

大棚育苗忙 奏响“春耕曲”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杨文孝

3月22日，位于昌吉市三工镇的昌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农资配送中心储备仓库，工人正在给前来购买农资的商户装车。自去年10月起，昌吉州各级供销社及社有企业
积极做好农资储备，全力备战春耕生产。截至目前，昌吉州供销系统共调入农资12.4万吨，其中，化肥12万吨、农药430吨、农膜3300吨。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华
敏报道：3 月 20 日，记者从昌吉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
高新区）获悉：年初，昌吉高新区为74
家企业兑现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奖励资金2067.72万元。

2018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乌
鲁木齐、昌吉、石河子3个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特变电工智能电缆产业园数
字化布电线车间，几个智能码垛机器
人正挥舞着机械手进行码垛作业。今
年，该产业园获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奖励资金353.7万元。

“昌吉高新区围绕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发展定位，出台了装备制造业
招商引领专项优惠政策、建设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支持政策，从加快企业创

新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
引进培育、支持企业挂牌上市等方面支
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昌吉高新区创
业创新投资服务中心主任张新介绍。

近年来，昌吉高新区从社会环
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多方面入
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制定《昌吉高
新区招商项目联审工作管理办法》，
减材料、减时限、减流程、减费用，推
动建立高效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办
结时限缩短了近50%。

张新介绍，昌吉高新区自成立至
今始终把产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命脉”，形成由装备制造等4个主
导产业、电子信息等5个新兴产业、检
验检测等 6 个服务产业构成的“456”
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昌吉高新区已
引进市场主体2360家。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林海
明报道：3月19日，记者从昌吉州商务
局获悉：1—2 月，昌吉州网络交易额
25.34 亿元，同比增长 10.95%。其中，
网络零售额 13.20 亿元，同比增长
15.67%。在网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
络零售额4.67亿元，同比增长5.86%；
服务型网络零售额8.53亿元，同比增
长 20.12%，服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成为重要的“新供给”增量。

在新疆新粮华麦面粉有限责任公
司网络运营部直播间，网络主播正在进
行直播，向粉丝介绍“丝麦耘”品牌优质
面粉。今年前两月，该公司已加工小麦
33138吨，生产面粉25421吨，产量同比
增长30%。

1—2月，昌吉州直播电商网络零
售额近 5000 万元，直播网络零售量
成交 30.09 万件。2 月京东优势网商

“丝麦耘”官方旗舰店、抖音优势网商

新疆番茄工厂店进入全疆榜单前十。
昌吉州加快电商与本地特色产业

融合，各大商贸流通企业也利用微信小
程序、抖音等各种渠道推出特惠团购卡，
鼓励消费者线上团购、线下消费，在政
策和活动双轮驱动下，百姓消费体验得
到极大提升，消费潜力被进一步挖掘。

今年以来，昌吉州商务局深入开
展“2024消费促进年”系列活动，充分
借力春节、“网上年货节”消费热点，
立足各县市（园区）特色资源禀赋与
优势，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线上线下
同频共振，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1—2月，食品保健品、珠宝配饰和家
居用品位居昌吉州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前
三；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位居
昌吉州服务型网络零售额前三。昌吉市
吉来顺长弘柴火鸡、火炉鱼好爸爸两家
餐饮店网络销售额抢眼，成为新疆在线
餐饮优势网商，入选全疆前十强。

昌吉高新区表彰74家企业
兑现奖励资金2067.72万元

前两月昌吉州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同比增长20.12%

本报讯 记者常建洋报道：3 月
22日，昌吉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
次代表大会召开。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周海鹰，自治
区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卢春萍出
席会议并讲话；昌吉州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周玉星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昌吉州社科联第二次
代表大会以来，全州哲学社会科学战
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
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深入
研究昌吉州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阐释、决
策咨询、社科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为推动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
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要高举旗帜、把牢方
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
囊团”的作用；要根植人民、服务人
民，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要坚守初心、永葆本
色，在追求德才兼备中实现人生价
值。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政治
领导和工作指导，在政治建设、人才
配备、项目支持等方面给予有力保
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创造良
好的条件，努力开创昌吉州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昌吉州社科
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届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昌吉州社科联
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修改〈昌吉回族
自治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的决
议》，选举产生了昌吉州社科联第三
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兼职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新当选的昌吉州
社科联主席艾乃甫作表态发言。

州领导李向东、加林·哈萨克拜、
张明清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3
月24日，昌吉州2024年“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百千万志
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启动
仪式在阜康市举行。

据了解，2024年初，自治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国家“无结核社区”项目试点
基础上，决定选取阜康市作为自治区级

创建无结核示范县市，项目周期为2024
年至2028年。启动仪式上，阜康市获颁

“自治区创建无结核示范县市”牌匾。
活动中，昌吉州卫生健康委员

会、昌吉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为
志愿者团队代表颁发聘书。志愿者们
在现场开展了义诊、结核病防治宣
传、文艺表演等志愿服务活动。

昌吉州开展“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