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阜康市:旅游名城 产业新城
□本报通讯员 刚立强

广袤沃野，风光无限

工业经济追“新”逐“绿”

持续发力，擦亮旅游“金字招牌”

圣洁而雄伟的博格达峰，东部天山最高峰，这是远在千里之外就能被认出的阜康地标。
时序更替，万物维新。与这座横亘新疆大地的山峰相比，7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对于阜

康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它记录着这片热土的变迁，见证着它的跨越，并将和它一
起奔向未来。“农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

之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满
足了农民“吃饱肚子”的朴素愿
望后，因为耕地规模小，阜康农
业一度处于尴尬境地，直到上世
纪90年代，还是个农业小县。

阜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表明，1954年到2023年，阜康市
农作物播种面积从 11.74 万亩，
增长到 54.31 万亩，第一产业产
值由 200 万元增加到 45.93 亿
元，阜康人均GDP由165元提升
到14.9万元。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昌吉
州成立70年来，阜康市农业发展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今，在阜康大
地，犁地播种用上了北斗导航，喷药
用上了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都成了种地的好帮手，农业高质
量发展绘就一幅幅壮美画卷。

8月10日，阜康气温攀上38
摄氏度，在九运街镇十运村的棉
田里，乳白、淡黄、浅红、深紫的
棉花迎着骄阳尽情绽放，开成了
一望无际的云霞，为金秋的丰收
积蓄着力量。“我们村里用的播
种机全部搭载了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1500亩棉花5台播种机只
用了3天就播完了，长势这么好，
今年注定又是一个丰收年。”阜
康市新天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闫新虎脸上乐开了花。

截至目前，阜康市已引进了
306台安装北斗定位导航系统的
播种机，实现了全覆盖智能化播
种。“从犁地、播种，到浇水、灭虫，
再到打顶、采收，还有秸秆还田、
残膜回收，农业全程实现机械化，
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
来。”阜康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余伟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阜康市通
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动农业生产智能化，为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跨越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8 月 17 日，为期三天的阜康
市第五届瑶池蟠桃会落下帷幕，
蟠桃、晚熟西红柿、手工艾柱、文
冠果、驼奶、天山冷粮面粉系列等
40余种名优特产受到广大游客和
市民青睐，成交额超过200万元。

园区兴，产业兴；产业兴，乡
村兴。在着力打造农业品牌、特
色农产品的同时，阜康市把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
抓手，促进产业发展与带动农民
增收协同推进。以加工番茄、驼
奶加工等为特色主导产业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初具规模，产
业带动效果显著。

8月6日，阜康市滋泥泉子镇
树窝子中心村1000亩番茄开始
采收。种植大户马继军种植了
700 亩番茄，“预计亩产量在 10
吨左右，2台采收机预计3天就可
采收完，手里有订单，心里就不
慌，收入有保障。”

马继军的订单来自本土番茄
收购加工企业——新疆康美瑞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今年计
划生产番茄酱1万吨。公司总经理
吴建江介绍说：“作为公司最大的
原料种植基地，滋泥泉子镇今年
种植番茄1.6万亩。公司还在当地
招收了 130 多名工人，人均月工
资在4000多元。”目前，阜康市番
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2.5万亩，以
新疆康美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核心的加工番茄现代农业产业园
正在加紧建设。

上世纪60年代初，阜康天龙
钢铁厂、天龙水泥厂、天龙锁厂
被誉为“新疆工业的摇篮”，煤
炭、钢铁、水泥等污染企业一度
成为阜康工业的支柱产业。

进入21世纪，历史的荣光不
再，曾一路高歌猛进的阜康工业
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产业
低下，增长粗放，市场经济秩序
不规范，生态环保问题突出……

痛定思痛，阜康市以刮骨疗
毒的勇气和定力向污染企业“开
刀”，如今，阜康工业脱胎换骨。

8 月 12 日，在阜康市天龙矿
业自备电厂绿电替代 15 万千瓦
光伏项目建设工地，工人们正抓
紧浇筑光伏板底座。新疆天龙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工刘小
龙说：“项目计划2024年11月投

运，作为天龙矿业的电能替换项
目，工期绝对耽误不起。”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前身是天龙水泥厂，曾是阜
康市的利税大户。企业1998年改
制，2014 年再次优化股权结构，
由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国资控股，以煤-电-铝循
环经济一体化为主导产业，目前
产能规模为电解铝25万吨、碳素
13万吨、水泥20万吨，2台20万
千瓦发电机组自备电厂堪称企
业的“命门”。

2014 年 10 月 17 日，新疆天
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2.5 万
千瓦发电机组的烟囱被实施定
向爆破，24 天后，新疆艾斯米尔
焦煤有限公司和大黄山焦化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 27 万吨的焦炉

虽然坐拥天山天池这样的
美景，70年前的阜康人并不知道
旅游为何物。即使到了改革开放
之初，阜康市的旅游还是以接待
型为主，那方秀丽山水并没有给
阜康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旅游逐
渐升温，天山天池开始进入游人的
视野。最夸张的时候，天池湖畔扎
满了毡房，湖边马粪遍地，几乎寸
草不生，天山天池陷入生态危机。

自2003年以来，阜康市把创
建天山天池文明风景旅游区作
为促进发展、打造世界精品的目
标，累计投入 6 亿元，对三工河
谷、水磨河谷实施提升改造和生
态移民工程，天池景区成为全国
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建设的典
范，开创了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
局面。2012年天山天池率先成为
全国首批、新疆唯一的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单位，2013年，“新疆
天山”申遗成功，天山天池正式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围绕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这一目标，阜康市以“生态优先、
游客至上”为核心，不断优化旅游
体验，持续擦亮“全国文明风景
区”金字招牌。“湖面海拔1910米
上下，呈葫芦状，水面约4平方千
米……”8月15日，在天山天池海
北平台主景区，河北游客张菁通
过微信小程序“寻梦天山 做客天
池”中的语音讲解功能，闲庭信
步，畅游天池。“实时语音播报，你
走到哪儿它讲到哪儿，等于请了
一个免费的专职导游，天池‘智慧
旅游’太棒了。”张菁伸出大拇指
点赞。

2013年以来，阜康市累计投
入资金 4000 余万元，对天山天
池景区逐步实施智慧景区信息
化建设，实现了天山天池由传统
旅游向智慧旅游的转变。

以“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为
抓手，天山天池景区聚焦游客关心

的热难点问题，全面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对停车场进行智能化改造，
新增车位800余个，为自驾游游客
提供充电、用水等免费服务。为有
效缓解游客密集地点如厕压力
大的问题，今年天山天池景区投
入2100万元，对景区内的厕所进
行提升改造。

“旅游+”的融合发展理念不
仅催生出了阜康旅游新业态、新
体验，还为游客带来更新鲜、更
有趣的体验和服务，拉动旅游接
待人数逐年攀升。2024年1月至
7月天山天池景区接待国内外游
客 170.97 万人次，较 2023 年同
比增长25%。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438.61万人次，同比增长65.7%；
实现旅游收入 29.14 亿元，同比
增长105.6%。

2023 年阜康市被列入全国
休闲农业重点县名单，这是昌吉
州唯一入选的县市。当旅游业与
农业融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在阜康，随便走几个村
庄，就可以找到答案。

8月8日，刚过了上午12点，
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就热闹
起来。一辆辆旅游大巴排着队往村
里开，操着各色口音的游客挤满了
巷道，各个“农家乐”食客盈门。

山坡中心村距天山天池风
景名胜区游客集散中心仅一公
里，村里积极打造“日游天池、夜
宿山坡”旅游名片，已培育农家
乐、民宿等经营户 53 家，超过四
分之一的村民端上了旅游饭碗，
全村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旅游
年收入近亿元。

时间的年轮，刻印下奋斗者
的足迹，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见
证者、参与者、建设者。随着国家
一个个大布局、大战略、大规划
的实施，借助“一带一路”建设，
阜康这片物阜民康的幸福之地，
正在用“绿色”谋未来，描绘出一
幅幅壮美的生态发展画卷。

开始拆除。紧接着，新疆众和股
份有限公司阜康自备电厂两台
机组被关停，这一声声巨响警醒
着阜康人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不动摇。“绿电替代 15 万千瓦
光伏项目 2024 年 11 月投运之
时，就是天龙矿业自备电厂冷却
塔爆破之日。”刘小龙说。

近年来，阜康市坚定不移走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从高端装备
制造业到化工新材料技术前沿，
从绿色工厂到新兴产业，阜康工
业经济追“新”逐“绿”，正由粗放
扩张转向绿色低碳，由分散低效
转向集约高效，由资源依赖转向
创新驱动。

以延链、补链、强链、拓链为
发展重点，阜康市发挥“链主”企
业头雁效应，全力推动先进高分
子材料、有色金属深加工、装备
制造、新型建材、煤炭煤化工、新
能源6条重点产业链做大、做强、
做长，不断激发“链”式效应，做
优做强优势产业。

“链上链下”融通互通，资源
共享、上下衔接。目前，阜康市域
内产业链关联企业已达到31家，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和整体效能不
断释放。今年前7个月，阜康市9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计完成工
业总产值262.8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6.6亿元，预计实现工业增加
值55亿元，同比增长16%。

无人机为小麦施肥。 □鱼新明摄

2012年，阜康市投资3亿多元建设文体中心，为市民免费提供各类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鱼新明摄

康园湖畔。 □鱼新明摄

美丽的天山天池景区美丽的天山天池景区。。 □□鱼新明摄鱼新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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