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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10月26日，为期5天的第十四届新
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在北京·全国农业
展览馆开幕。

昌吉州展区位于北京·全国农业展
览馆3号馆，天山天池、丹霞地貌、江布
拉克草原等地域元素将展区装扮一新，
极具“门面担当”和较高辨识度，琳琅满
目的特色农产品有序排放，展区工作人
员满脸笑容迎接八方宾客。

来到昌吉州展区，任谁都会感慨一
句：“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啦！”

头戴“五星”的有机鸡蛋、又白又软
的馒头、风味醇厚而悠长的葡萄酒、被称
之为“豆中之王”的鹰嘴豆……各具特色
的昌吉农产品向与会者展示着这方水土
的“盛产”，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们呈
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昌”味盛宴。

刚一开馆，新疆丰驿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展台前，就来了想买腰站子有机面粉的
顾客。“腰站子面粉特别筯道，还是有机食
品，吃着放心。”北京市民于凤英之前吃过
腰站子有机面粉，对之念念不忘。

新疆丰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经销商唐辕热情地接待了于凤英，告诉
她在天猫旗舰店、京东商城等平台都能
买到腰站子面粉。

循着电饭锅里的嘟噜声，记者来到
了阜康市福康源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展
台，看到一个个鸡蛋正在沸水中“跳舞”。

这里的每盒有机鸡蛋包装盒右上
角都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
弹出一个页面，显示着福康源新疆有机
鸡蛋的有机认证书。

阜康市福康源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室主任王艳告诉记者：“我们规范
了农产品生产流程，还建立了质量安全
可追溯体系，有机鸡蛋是主打产品，每
只鸡蛋都有有机认证证明。”

同样，鹰嘴豆粉、西域春酸奶……
昌吉州众多的名特优新农畜产品都获
得了类似的质量证明，这也是产品一直
畅销全国各地市场的原因。

“酸奶有好几种口味的，孩子喜欢
吃，多尝尝，没关系的。”在新疆西域春
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展柜前，有位参展商
的孩子品尝了奶皮子酸奶后被酸甜的
味道吸引着，不愿离开，新疆西域春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销售主管
李勇才开心地说：“我们公司的奶制品
就是很受孩子们欢迎，在新疆也卖得特
别好。从2016年到北京市开拓市场，现
在我们在北京市有近百家经销商。”

西域春乳业是新疆建成最早的乳
制品加工企业，生产供应乳制品的历史
已有半个多世纪，经过多年的努力，已
经建成“种植—养殖—加工—产品”的
绿色生态内循环全产业链。

在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展位
前，番茄汁、番茄酱等产品深受消费者
喜爱。

通过精深加工，加工番茄实现从
果皮到果肉“榨干吃尽”式的利用，精
深加工后更是“身价”涨了几倍甚至几
十倍，已成为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
2024 年，昌吉州番茄全产业链产值预
计达 25 亿元。

鹰嘴豆系列产品也是昌吉州打通
“从田间到餐桌”食品全产业链体系成

果之一。鹰嘴豆粉、鹰嘴豆杂粮饼、鹰嘴
豆酥……看着展台上的鹰嘴豆系列产
品，记者看到了一粒鹰嘴豆在创新路上
施展的“七十二变”。

木垒县鹰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杨小平说：“近年来，乘着培育壮大
鹰嘴豆产业东风，我们迅速完成传统产
业升级，实现了从育种到种植基地，再到
加工生产的全产品链，鹰嘴豆成为‘一乡
一业’著名品牌、县域特色食品。”

“新疆冬小麦生长周期有300多天，
日照时长 3000 小时以上……”新疆创
兴农产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
民正在展位上对着手机做抖音直播。

记者注意到，张新民手中的创兴小
麦粉和挂面的包装变了，原来用的是10
公斤、25公斤面粉包装和1公斤的挂面
包装，现在是 2.5 公斤面粉和 400 克、
800克挂面包装。

“交易会平台不仅为昌吉优质农产
品拓宽了销路，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和美
誉度，精准定位市场，还激励和倒逼着农
业企业提高质量水平，优化营销策略。”
张新民说。

“此次交易会不仅为‘昌’字号农产
品提供了展示机会，也为昌吉州农业品
牌、龙头企业带来了直接利益，更为昌
吉农产品通过展销打响知名度提供了
新的赛道。”昌吉州党委农办主任、农业
农村局党组书记王星雷说。

今年以来，为更好推动产销对接，昌
吉州先后组织百余家企业、几百种农产
品到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展会亮相。一
场场展会的举办、一张张订单的签约，为

“昌吉好物”出疆开拓新路，不断提升昌
吉州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奠定基础。

近年来，昌吉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州
战略，培优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
一个个源自田间地头的昌吉农产品，化
身独具特色的品牌IP，结成了昌吉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路上的累累果实。如
今，呼图壁牛奶、玛纳斯锦绣海棠果、木
垒鹰嘴豆等38种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昌吉甜糯玉米、木垒
羊肉等46个区域公用品牌和麦趣尔、笑
厨等43个经营主体的81个产品品牌成
功入选“品味新疆”好产品品牌甄选名
单，腰站子有机面粉进入2020年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奇台面粉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全国面粉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示
范样板，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年农
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刘文婷报道：
金秋十月，昌吉州特色农业产业百
花齐放。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州税务
局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积极培
育特色产业发展沃土，将税费服务
向“三农”领域延伸。

在奇台县西北湾镇，3000多亩
辣椒采收后进入晾晒阶段。

“今年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收
购合同的同时，还和企业签订了干
辣椒购销合同。一来一回之间，少不
了开票、结算申报等业务要办，税务
部门提供的智能应答、互动办理等
税费辅导服务，为我们解决了后顾
之忧。”奇台县西北湾镇柳树河子村
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朱家说。

为了增加辣椒的附加值，提高农
户种植积极性，当地合作社升级为辣

椒加工企业的供应商，将成熟的辣椒经过
除尘、剪把、烘干等工序，制成干辣椒进行
销售。税务部门通过电子税务局、“庭好
办”线上帮办平台等渠道提供涉税咨询与
业务办理服务，群众在线上即可完成发票
开具、税费申报等事项。

在新疆笑厨食品有限公司的调味品生
产车间，成熟的辣椒在这里摇身一变，散发
出浓郁鲜香的味道。“收购来的本地辣椒经
过低温炒制等程序，被我们打造成了米粉酱、
大盘鸡调料等调味品。”该公司财务负责人
樊海燕介绍，“税务部门推送的‘红利账单’，
上面清晰列出了公司享受税费减免红利金
额、适用政策、减免事项等详细信息，让我们
对税费享受情况既‘有感’又‘有数’。”

吉木萨尔县是新疆白皮大蒜主产地。
这里的大蒜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蒜”之一。

近年来，当地把发展大蒜经济作为

兴县富民的重要产业，构建形成集种植、
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向着
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迈进。今年，吉木
萨尔县种植了 3462.4 亩大蒜，这一数字
较去年增长了12.9%。

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正东大蒜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晾晒的大蒜经过分
拣后即将装车。合作社负责人罗正东一边
整理大蒜一边说：“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涉
税业务也不断增加，种植基地距离县城几
十公里，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如今在乡
镇的税费服务驿站里就有专业人员辅导
我们在网上开票，节约了办税成本。”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州税务局
在偏远乡镇设置“税费服务驿站”，除了业
务骨干定期前往现场讲解惠农税费政策
外，还吸纳村干部等群体充实志愿服务队
伍，帮助解决农户农企的涉税疑难问题。

在昌吉市榆树沟镇的“双认证”有机
订单甜菜地里，甜菜收获机穿梭其中收
获“甜蜜”。

“今年春季公司与种植户提前签订
订单，甜菜种植面积达到了 4.5 万亩。”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昌吉糖业
分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欢介绍。据悉，该
公司在巩固种植面积的同时，将生产白
砂糖产出的裹包甜菜粕，用于肉牛喂
养，再将牛粪制成有机肥回归农田，实
现了甜菜制糖产业的生产循环。

“是国家的好政策激励着我们探索推
进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谈及发展“甜
蜜”产业背后的故事，王欢感慨道：“2023年
以来，公司办理了近200万元增值税留抵
退税，及时到账的政策红利增加了现金流，
让我们有更多资金投入到产业升级中，带
动种植户、养殖户依托甜菜产业增收致富。”

随着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长，以“企
业+基地+种植户”为联合种植模式的新
型经营主体相继涌现。国家税务总局昌
吉州税务局将持续聚焦辖区特色农业产

业种植、销售、生产、加工等环节，推进
各项助农税收优惠政策及便民税费举
措落实落细，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

秀出“昌字号”“链”起振兴路
——昌吉州参加第十四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薇

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州税务局

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沃土

庭州大地庆丰收

奇台县干群同心协力植树造林绿化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安涛、李逸凡、
马磊报道：10月22日，奇台县秋季植
树造林工程在江布拉克机场公路两
侧展开，来自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干部职工积极投入到植树造林中，为
奇台县增绿添彩。

当天上午，大家挥锹铲土、扶苗
填坑、培土踩实，栽植新绿。一棵棵树
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迎风挺立，为
机场路增添绿色。

奇台县政府办公室干部何启龙
说：“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今后将进一步自觉做生
态文明的宣传者、实践者、守护者，用
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

奇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小斌
说：“当下正是义务植树的黄金季节，
奇台县组织全县93个单位、5800多名
干部职工，在10月20日至11月5日期
间，分三个作业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第一作业区在机场路的两边，栽植红
叶海棠、金叶榆、长枝榆等树种，第二
作业区在产业园区道路两边，第三个
作业区在沙漠腹地以栽植梭梭为主，
各乡镇同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近年来，奇台县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
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不断提升林木整
体覆盖水平。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
营造林总面积265.35万亩，土地绿化
面积进一步扩大。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美好家园

10月26日，第十四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昌吉州展区，新疆创兴农产品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民对着手机直播。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10月26日，第十四届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昌吉州展厅，来宾品尝昌吉州酿制
的葡萄酒。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10月27日，吉木萨尔
县老台乡，大批灰鹤在冬
麦田中嬉戏觅食。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
在候鸟大规模集群的越
冬地、繁殖地、迁飞通道
加密设置保护哨站、巡护
线路，加大野外巡护看守
力度和宣传力度，当地的
鸟类明显增多。

□冯晓阳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嘉蕾报道：眼
下，阜康市复播冬储蔬菜陆续成熟。
农 户 抓 紧 时 间 采 收 ，确 保 蔬 菜 抢

“鲜”上市，保障全市“菜篮子”供应
充足。

在阜康市城关镇良繁中心村种植
户朱红霞家的大白菜地里，成片的大
白菜映入眼帘，棵棵个大饱满、青翠欲
滴，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将大白菜
采摘、搬运、装车。朱红霞说：“我今年
种了约20亩的大白菜和萝卜，大白菜
亩产达 5 吨，销售价每公斤 1 元钱左

右，希望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阜康市城关镇良繁中心村村民

徐海青采购了大概 20 公斤大白菜和
萝卜，他说：“这儿的大白菜比较便
宜，我买回家准备腌冬菜。”

近年来，阜康市城关镇积极引导
支持农户种植复播冬储蔬菜，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通过复播提高土地经济
效益，实现农户增收。

据悉，全市种植复播蔬菜230亩，
其中，大白菜190亩，萝卜40亩，复播
蔬菜预计11月中旬采收完毕。

本报讯 通讯员张德峰、李娇报
道：连日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依据苗
情和墒情，给冬小麦浇“头水”，为小麦
安全越冬、来年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10 月 21 日，在二工镇芨芨窝子
村经济合作社冬小麦地里，嫩绿的麦
苗惹人喜爱。农技人员张伟与村干部
杨恩德一同在田间察看冬灌情况，望
着田里已“喝”饱水的麦苗，杨恩德对
明年丰收充满期待。杨恩德说：“我今
年种了 1000 亩冬小麦，10 月 3 日开

始播种，10 月 8 日上‘头水’，再有两
天冬灌就结束了。现在出苗率达96%
以上，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

在小麦浇“头水”过程中，二工镇
为实现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严格制
定并执行灌溉配水计划，密切关注灌
溉进展，保障灌溉用水安全。同时组
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农户依据
冬小麦的不同苗情进行补肥、浇水等
综合田管操作，全力做好小麦灌溉相
关工作。

阜康市

复播冬菜抢鲜上市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

小麦“喝足”冬灌水 来年丰收有期待

昌吉市三工镇

“小土豆”丰产丰收 成为增收“金蛋蛋”

本报讯 通讯员刘华、张圆圆、
马春苗报道：今年，昌吉市三工镇因
地制宜发展土豆种植产业，通过引进
新品种，科学管理，实现了丰产丰收，
让土豆变成了助农增收的“金蛋蛋”。

10 月 23 日，在昌吉市三工镇二
工村，伴随着土豆收获机的轰鸣声，
工人们快速捡拾、装袋、搬运、装车，
采购商在田间地头翘首期盼，等待拉
运。“这儿的土豆品质特别好，皮薄，
又面又沙，很适合大众的口味，不愁
卖。”乌鲁木齐采购商丁伦刚说。

种植户杨永春种植了130多亩土
豆，由于田管得当，再加上农业技术
人员精心指导，今年有个好收成。杨
永春说：“每亩土豆产量有3吨多，1公

斤卖 1 元钱，亩产收入有 3000 多元，
总收入有30多万元。”

由于近期天气变化快，降温降雨
多，土豆采收采用了机械化，进一步提
高了效率。收获机驾驶员卢龙说：“收
获机一天可收七八十亩地，相当于100
人一天的工作量，极大地节省了劳动
力，而且土豆和土分离得非常干净，可
有效减少损耗。”

三工镇二工村靠近南部山区，因
其独特的沙壤土质，地势高，日照时
间长，光合作用强，适宜土豆种植。该
村今年首次种植土豆300多亩，全部
采用了贴片式滴灌技术，机械化收
获，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实
现了土豆丰产，种植户增收。

昌吉州税务局远程帮办团队通过“问办协同”平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服务。
□张雨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