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吉市：风帆劲鼓 破浪前行
□本报通讯员 梁宏涛 文/图

昌盛吉祥地，如意幸福城。
作为昌吉回族自治州州府城市，近年来，昌吉市紧紧围绕“服务首府、融入首府”功能定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绿树“荫”浓，催生

出经济社会朵朵“繁花”，让这片土地生机蓬勃、绚丽多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昌吉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普示范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和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并成功入围全国百强县市。

时间执笔，绘就辉煌的发展篇章。
翻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答卷，看经济气象万千。几十年来，昌吉市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州前列，经济总量占全州三分之一。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3亿元，增长
7.5%；市属规上工业增加值48亿元，增长4.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6亿元，增长2.9%；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0.2亿元，增长
19.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41673元、27343元，分别增长7.5%、8.5%。

好风凭借力，腾飞正此时。昌吉市正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进
程中，展现州府城市更大担当和作为。

向“新”而行 工业加速“质变”

项目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建设者抢工期、赶
进度；厂房车间机器加速运转，生产线一片忙碌……

8月，走进昌吉市各领域的生产企业，能够感受到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这是昌吉市坚决贯彻自治
区、自治州党委决策部署，坚持用链式思维大抓产业、
主抓工业、狠抓制造业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昌吉市按照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坚持把
产业作为加快发展的核心，在挖潜改造上下功夫、在
提质升级上谋出路、在集群发展上想办法，紧紧围绕
八钢、闽昌两个聚集区产业布局优势，依托装备制造、
农副产品加工、新型建材三大主导产业，打造产业
集群。

目前，全市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9家，2023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213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48亿元，
增长4.4%，占GDP比重达7.73%，产值超亿元企业28
家。已形成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新型建材三大主
导产业。

历史的画卷在奋勇前进中舒展，时代的华章在砥
砺前行中续篇。

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输变电行业龙头企业特变
电工，位居世界机械500强第228位，所属5家企业现
年产值70亿元，产值占比达35%，变压器设计产能达
2.6亿千伏安，位居世界第一。如今，昌吉市规上企业达
14家，实现工业增加值16.5亿元，市属工业增加值占
比34.3%，产值占比33.6%。

新型建材产业发展迅速。商砼、加气混凝土砌块、
塑钢门窗、涂料、管材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依托华
电、特变能源等热电联产企业的粉煤灰资源，开发生
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产品，实施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全市新型建材类规上企业11
家，实现工业增加值8.12亿元，市属工业增加值占比
16.9%，产值占比10.2%。

煤炭产业稳中有升。2023 年，全市 4 家煤炭企业
煤炭产量256.28万吨，实现工业增加值5.5亿元，市属
工业增加值占比11.4%，产值占比4.1%。充矿、屯宝等
4家企业满负荷生产，年产量达到360万吨以上，产值
增加4.16亿元。

企业创新发展步履稳健。昌吉市不断培育企业创
新发展，2024 年上半年新认定自治区级创新型企业
13家、推荐“专精特新”企业10家、“小巨人”企业3家、
企业技术中心1家、重点“小巨人”企业1家、首台(套)
首批次产品申报3家、绿色工厂2家、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1家、数字化转型企业31家、自治区重点技术创
新项目和战略性新兴项目5家，特变电工、蓝山屯河科
技两家企业入选昌吉州工业倍增一季度“英雄榜”。

一座座大棚硕果累累，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
昌吉大地处处充满生机与希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昌
吉市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指明了方向。昌吉市始终锚定
建设“典范地州”发挥州府担当作为的目标，充分发挥
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
定不移走质量兴农之路，奋力打造新疆现代农业新
样板。

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昌吉市“三农”工作硕果累
累、枝繁叶茂，一幅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壮美画
卷徐徐展开：科技实验室内，一颗颗“创新种子”孕育
强大生机；高标准示范田里，一株株农作物舒展身姿；
美丽乡村中，一张张笑脸幸福绽放……按照自治区、
自治州粮食产能提升和“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工

程要求，昌吉市以持续提升粮食产能为目标，全面落
实关键生产技术，推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
通过示范带动全市粮食生产大面积均衡增产、提质增
效。目前，全市共创建粮食千亩示范方7个，其中小麦
千亩示范方4个，玉米千亩示范方3个。在昌吉市，类
似这样的一片片高质量示范田，撑起了现代化大农业
发展的新篇章。

端牢中国饭碗，良种是关键。多年来，昌吉市按照
“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
突破”的总体安排，各方合力，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
新攻关、企业扶优等方面着手，推动现代种业不断发展，
让更多良种走向沃野。种子是农业“芯片”，是粮食安全
的关键，种源安全才能确保粮食安全。近五年来，昌吉市
农作物良种研发品种超800个，覆盖率达99%以上，农
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
主要用中国种，小麦、棉花、玉米三大主粮基本实现良种
全覆盖。品种对单产的贡献率超过40%。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有利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昌吉市牢固树立本地农业品牌意识，打造“三工滩有
机玉米”“佃坝镇有机蔬菜”“六工镇鲜食葡萄”“三工镇
蟠桃”等地标性农产品，企业品牌效益明显提升。截至目
前，昌吉市笑厨、麦趣尔及朗青畜牧等12家企业获得
2023年“品味新疆”好产品品牌，品牌效益得到增强。

这70年，昌吉市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截至
2023年末，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79万亩，粮食种植面积
在25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3万吨以上，全区“菜
篮子”里装进了更多昌吉果蔬肉蛋，牲畜总存栏基本稳定
在45万头只以上，年产值达12亿元；粮食作物良种覆盖
率和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均达到100%。

提质兴农 描绘“农”墨重彩

白天，游客在索尔巴斯陶畅游，欣赏山川静美的景
色。夜晚，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

近年来，昌吉市坚持以全域旅游理念引领市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
标创建标准，突出党政统筹和改革创新，围绕做优做
强旅游城市、做精做大旅游景区、做美做特乡村旅游、
做好做足服务环境等重点，推动旅游业从单一景区

（点）建设向旅游目的地综合服务转变，形成了景城一
体、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的“昌吉模式”，打响了“入疆
旅游第一站，首选昌吉不遗憾”的旅游品牌。

——创新性推动特色文化资源转化。昌吉市以文
化创意为突破口，打造了清代粮仓、昌吉恐龙馆、观音故
里灵香胜境等文化旅游地；围绕特定文化主题进行情感
设计、氛围设计、活动设计和场景设计，推出“千回西域”

“庭州不夜城”等沉浸式体验型文旅融合新场景。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昌吉市充分发挥高水平

体育赛事资源的引爆效应和集聚效应，多维度叫响“跟
着赛事去旅行”品牌，以“体育”品牌拓展产业空间。“春
风逐梦·疆游起航”“新疆天山昌吉赶风集”风筝邀请赛
全疆首办；“万名大学生游昌吉”、“昌吉有戏”小剧场演
出、“我与牡丹有个约会”文化旅游活动高潮迭起；半程
马拉松比赛、大众滑雪交流赛、青少年短道速滑巡回赛、
U系列田径联赛、老年气排球全国邀请赛、村超（村BA）
联赛等赛事，成为引客入昌的重要支点。

——加快旅游品牌创建。昌吉市完成1家三星级
旅游饭店、2家三星级农家乐、3家国家丙级民宿的申
报；指导汇嘉时代昌吉购物中心、花间集2家企业申报
第三批自治区旅游休闲街区；创建自治区研学旅行基
地2家；全市旅行社共有70家，平均每日昌吉市接待
约40个旅行社团；6家星级酒店共748个房间，近期入
住率约70%。通过旅游品牌创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吸引游客来昌旅游消费。

吉山吉水迎吉客，吉酒吉茶敬吉人。大美昌吉正
张开双臂，诚邀八方宾客。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有序生产绿色面粉。

文旅融合 体验诗和远方

航拍新疆昌吉市城区航拍新疆昌吉市城区。。““山山
水环绕水环绕，，绿树成荫绿树成荫，，城在景中城在景中，，景景
在城里在城里””的美景尽收眼底的美景尽收眼底。。

昌吉市索尔巴斯陶高山牧场，羊群和周边环境构成一幅美妙的冬日牧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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