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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沙 漫 漫 风 寂 寥 ，新 麻 丛 丛 向
天际。

12月2日，在尉犁县墩阔坦乡托布
协罗布麻防沙治沙示范区，一株株罗布
麻幼苗在风中摇曳。这里已进入沙漠腹
地，极目远望，示范区道路两侧各宽360
米的罗布麻栽植区如同巨龙，向着苍茫
辽远的沙漠挺进。

“这些幼苗是今年3月份栽种的，有
的已达30多厘米高。”值班看护新栽种
罗布麻的尉犁县林业和草原局干部艾
山·苏来曼说。

托布协罗布麻防沙治沙示范区是
尉犁县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的示范工程之一，一期总面积 3000
亩。在尉犁县，野生和人工种植的罗布
麻面积达160万亩，在防沙治沙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罗布麻全身都是宝，其茎秆纤维可
作为纺织、造纸原料，叶可制茶、入药、
提取活性成分开发药品等。尉犁县由此
培育了罗布麻茶、蜜、药物、保健品、服
装、板材等市场优势产品，探索出罗布
麻全产业链发展的“尉犁模式”。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罗布麻贡献
很大。尉犁县团结镇孔畔村村民刘盼盼
说：“这几年，村里的土地流转了很多。
到了夏季，有的一家两口子开着车，专
门找罗布麻茂密的地方采摘叶子，每天
收入1000元以上。”

沙海淘金，“绿富”同兴。罗布麻产
业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防沙治沙工程
的推进而发展壮大，是新疆发展沙产业
的缩影之一。实际上，在防沙治沙过程
中，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
智，在一线创造性地实践、试验，在防沙
治沙的同时，蹚出了一条条增收致富的
新路子，开创了一项项令人惊讶的新产
业。防沙治沙现场，成了人们创新创业
创造的大舞台。

“牧光”之地，沙漠里种下“小
太阳”

伴随着防沙治沙工程的深入推进，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涌现出越来越多
的光伏蓝海。

11月以来，在和田地区洛浦县万亩
“光伏+农业”综合治沙项目基地，工人
们在加紧安装光伏板。今年3月，这个项
目才刚刚动工，仅6个月，万亩沙漠就变
得平平整整，一列列光伏支架的底座水
泥桩整齐列队，等待检阅。

水泥桩高度是 1.5 米左右，安装好
的光伏板高 4.5 米左右，倾斜角度是 33
度。每组光伏板都会给地面留下一片荫
凉，不仅降低了沙漠风速，而且有助于
植物生长。

今年夏天，洛浦县组织农技专家在
这片平整好的沙漠上试种了十多种农
作物，最后根据农作物单位面积内的用
水量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测算打分，最
适合种植的就是作为牛羊饲草料的苜
蓿。2025 年开春，这个万亩光伏电站的
光伏板下，将全部种上苜蓿。

放牧阳光，种下绿色，帮助农牧民
实现增收，这是新疆防沙治沙工程的一
项创举。

在沙雅县，“光伏+农业”更新了
版本。

在沙雅县沙漠边缘区域的光伏产
业园区低碳转型新能源项目基地，54万
块光伏板的安装已进入尾声，计划今年
底全容量并网发电，年总发电量4.32亿
千瓦时。

“经过勘探，这片区域地下水资源
丰富，水质适合梭梭等耐盐碱植物生
长。我们利用光伏发电，解决了抽水机
井用电问题。以同样灌溉 2000 亩梭梭
测算，光伏发电较动力电取水，第一年
每口机井能节省13.3万元，第二年起每
年能节省16万元。”沙雅县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成员王开彦说，梭梭林将大面积
同步接种肉苁蓉，使之成为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的新产业。

治沙增收，示范基地作用大

走进于田县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登高望远，一行行红柳、梭梭整齐
排列，昔日漫漫黄沙已经变成一片绿色
的海洋。

“植物都是今年栽种的，品种有红
柳、四翅滨藜、梭梭等，长势特别好。”于

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贾存鹏说。
这个治沙示范区位于县城东侧，距

县城17公里，处于沙漠边缘空白区、风
沙危害区，是于田县打赢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的主战场之一。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
一年来，阗东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新增
治理面积近 3 万亩。从不见一点绿到不
见一片沙，巨变如何发生？答案是：发动
群众治沙。

近年来，于田县在治沙过程中形成
了“于田模式”，其核心是“政府引导、群
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
沙”，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
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通过划地到村、包地到户、确权到
人的方式，于田将国有未利用沙地划拨
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承包给农户，明
确每户申请承包30—50亩，确保主体群
众治沙又致富。其中，阗东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 2600
余人，人均月工资3000元以上。

通过一个个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于
田县红柳、梭梭种植面积已达 21.4 万
亩，其中接种大芸 18 万亩，年产量约 4
万吨，年产值近 4 亿元，惠及 8830 户
23159人。

与大芸产业治沙一脉相承，沙漠玫
瑰也是“于田模式”的一大亮点。

2012 年以来，通过造林治沙，于田
瑰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万亩沙
海变成种植基地，种植苦水、大马士革
等玫瑰品种230万株。

“公司在沙地建成万亩玫瑰花田以
来，季节性临时用工累计23万人次，带
动2万余农户增收，实现了产业固沙、产
业增收。”公司董事长闫永军说。

目前，于田县8个乡镇有5400余户
农户种植玫瑰花，农户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大招迭出，“爆改”沙漠成效显

治沙兼增收，还有哪些招数？
行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干部群

众艰苦奋斗、向沙漠要效益的创举令人
目不暇接。

——大规模种植经济林。在喀什
地区，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
林区里，沙枣、文冠果、苹果、新梅等经
济林木与新疆杨、胡杨等生态林木相
伴相生，品质优良的林果让生态收益
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温
宿 县 柯 柯 牙 片 区 ，防 沙 治 沙 的“ 硕
果”——冰糖心苹果坐专列、乘专机发
往世界各地。阿克苏地区完成的 120
万亩人工造林中，超过六成是苹果、核
桃、红枣等经济林，既能防沙治沙，又
结出致富硕果。

——新技术支撑，沙漠里建大棚。
在和田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田县引进
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在曾经的戈壁沙漠
建成了万亩蔬菜基地，一座座温室大
棚、智能日光温室内无土栽培、碗式栽
培、水培等新型栽培模式令人大开眼
界。该企业的17项专利、3项著作权在这
里应用，年产蔬菜 7 万余吨，年产值 2.4
亿元。这些大棚为和田县12个乡镇提供
了 2000 个稳定就业岗位，并辐射带动
了相关产业链 5000 余人就业，普通员
工月平均工资达3750元。

——沙漠种粮食，产量也不低。
2018年，袁隆平海水稻科研团队在塔克
拉玛干沙漠西缘岳普湖县开辟了向大
漠要耕地的海水稻种植试验田，当年试
验田亩产549公斤。人们“爆改”沙漠，在
沙漠中种粮食。今年9月，位于塔克拉玛
干沙漠南缘的兵团二师37团、38团，沙
漠玉米百亩方平均亩产1202.4公斤，千
亩方平均亩产1002.88公斤，成为“吨粮
田”。在麦盖提县，6000多亩沙漠小麦今
年首次收割，亩产超过260公斤。在且末
县，20 多亩沙漠花生试验田 10 月下旬
也迎来了丰收。

今年金秋，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来
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农业奇迹源源不
断。养殖业方面，螃蟹、龙虾等已经不稀
奇，稀奇的是产出了珍珠。种植业方面，
更是一遍遍刷新人们的认知：粮食之
外，还有板蓝根、杜仲、油莎豆、土豆、枇
杷、石榴、黑加仑……

塔克拉玛干，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荒
凉的沙漠了！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绿富同兴 看新疆防沙治沙大招
——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启示（五）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魏永贵

近日，在位于昌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昌吉州锐通木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正
在操作机器进行木板裁边。

该公司投资 3500 万元引
进国内先进的苏福马刨花板成
套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到10
万立方米，是目前新疆最大的
人造刨花板生产企业，产品畅
销全疆各地。

□本报记者 巨海成摄

昌吉州推进乡镇职称制度改革，打破基层人才职称晋升“天花板”——

人才扎根乡土 留得住用得好

典范地州何以昌吉抢抓新机遇

11 月 26 日，2024 年全国龙头企
业进新疆对接活动在昌吉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其间，20 个农业项目现场
签约，签约金额 21.1 亿元。其中，9 个
项目落户昌吉州，签约金额13亿元。

作为新疆粮食主产区之一，昌吉
州拥有700多万亩良田，全州盛产50
余种优质高效农作物，每年向疆外销
售农产品占全疆的四分之一。昌粮、昌
种、昌果等“昌字号”农产品享誉全国。

典范地州，何以昌吉？
巍巍天山、河流纵横，这里地形

地貌奇特，自然资源丰饶；天山天池
风景区、奇台石城子遗址、北庭故城、
江布拉克等名胜点缀其间，文化底蕴
深厚；全国输变电行业的龙头企业、
降解材料产能位居全球前列的新材
料企业布局于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量连续两年稳居全疆第一，产业基
础雄厚。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产业之
美，在这里交相辉映；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三基地一通道”等诸多国
家战略在这里叠加。

建设典范地州，昌吉州绝非没有
压力，但昌吉人更有信心。

一方面源于底蕴：作为全疆工业
行业最齐全的地州，昌吉州资源禀赋
突出，产业基础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优势明显；另一方面源于底气：昌吉州
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入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行动，277
家高新技术企业贡献了全州90%以上
的社会研发经费投入、41.2%的规上企
业工业增加值，成为昌吉州产业链上
的创新“精兵”，形成链主企业“头雁领
飞”、专精特新企业“强雁高飞”、中小
微企业“群雁齐飞”的雁阵效应。

今天的昌吉，已建成全国重要的
商品粮、商品棉、制酱番茄、酿酒葡萄
生产供应基地，全国第二大现代制种
基地、全疆最大的奶源供应基地和世
界 3 个葡萄酒黄金产区之一。拥有新
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准
东开发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昌吉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三大
国家级园区，是新疆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州市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昌吉州在推进高
质量发展中，主动结合国家发展战略
和自治区总体工作部署进行战略规
划，在思想上聚焦、在状态上聚能、在
作风上聚势、在行动上聚力，以领跑
状态、领先姿态，争做排头兵引领改
革风气之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
的更大飞跃。

围绕典范地州目标，“实干昌吉”
正精彩出圈，以打造新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豪迈激越，续写昌
盛吉祥之地的发展荣光。

竞速发展新赛道构筑新优势

统筹质与量，是发展的必答题，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题。

一年多来，昌吉州抢占新赛道、
塑造新动能、构筑新优势，向新而行
做强产业特色，向外而行彰显开放亮
色，向优而行打造营商沃土，向绿而
行厚植生态底色，向民而行提升幸福
成色。

走进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铝
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端
铝产品接连下线，这款新推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铝产品具有强度更
高和更耐腐蚀的特点。今年1—10月，
该公司高端铝产品等出口同比增长
40%，新产品成了企业新增长点。

一年多来，昌吉州不畏难、不懈
怠、不松劲，主动融入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布局，根据本地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把发展的标杆
抬高再抬高，在创新中增动能、在实
干中挑大梁，经济发展呈现出更新
质、更硬核、更稳健的力量。

典范地州向新，昌吉州这块发
展热土需要更富竞争力的创新产业
集群。

在天山深处的峡谷中，阜康抽水
蓄能电站巍峨耸立。苍茫云海间，浩
荡水流在这里汇聚成巨量绿电。

2023 年 11 月 25 日，我国西北地
区首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抽水蓄能电
站——国网新源新疆阜康抽水蓄能
电站 1 号机组开机发电。今年 7 月 31
日，项目全面投产发电，实现了新疆
和西北电网调节性电源的新突破。

绿能涌动，势如破竹。昌吉州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风光氢储”
产业群在这里崛起，今年1—10月，昌
吉州电力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其中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同比
分别增长3.68倍、14%和18%。

昌吉州抓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这个必由之路、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基点、推进农业
现代化这个必然要求、达到人民幸福
安康这个最终目的，更有针对性地补
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今年，昌吉州不断巩固和增强经
济稳健运行、稳步向好态势，夯实

“稳”的基础，积蓄“升”的动能，经济
高质量发展画卷次第铺展。1—10月，
昌吉州工业生产增势良好、固定资产
投资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各项经济运行
数据“成绩单”格外亮眼；1—10月，昌
吉州规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5%、17.4%，增速
分别高于全疆 7.3 个和 10.8 个百分
点；1—10月，昌吉州外贸进出口整体
呈稳中向好态势，70家外贸企业实现
进 出 口 总 值 84.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预计今年全年，昌吉州进出口总
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20%
以上……

一路攻坚，一路凯歌。一年多来，
典范地州建设已经在昌吉州可见、可
感、可参与，正在形成可资借鉴的“昌
吉样本”。

典范地州行稳致远塑造新动能

作答建设“典范地州”的新答卷，
新质生产力必不可少。

今年，昌吉州新质生产力加快孕
育，发展动能加速集聚，新动能产业
快速发展。1—10月，昌吉州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39%。全
州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5%。其
中，水能、太阳能、风能发电量分别增
长258.9%、62.9%、24.6%。

10月22日，在准东开发区露天煤
矿，偌大的矿坑里，数十台电铲车和数
百辆卡车正有条不紊地作业，煤炭通
过全封闭输煤廊道运送到电厂。电厂
发出的电能通过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3000多公里外的华东地区，
实现“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

作为中国能源版图上的重要一
员，准东开发区有着我国最大的整装
煤田，预测储量约3900亿吨。近年来，
准东开发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和产业优势，在全国园区排名两
年间跃升近百位，发展成为全疆唯一
产值过千亿元园区。

这座正在拔节生长的国家级园
区，是昌吉州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缩影。而推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科技创新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10 月 28 日，由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为天山北麓戈
壁新能源大基地外送通道“疆电入
渝”配套电源工程——华电哈密 2×
100万千瓦煤电项目自主研制的首台
SFP-1140000/800主变压器顺利发
运。数十年研发，特变电工不断“照
亮”中国和世界，成为我国大型能源
装备的主要制造商，实现由“装备中
国”向“装备世界”的新跨越。

目前，昌吉州加快丝绸之路经济

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和“乌昌石”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设立专项
资金，积极引入中国—塔吉克斯坦煤
电能源清洁转化及高效综合利用“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各类创新平台
172 家，柔性引进 25 名两院院士专
家，推动100余家企业与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等8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建
立产学研紧密合作关系，攻克了一大
批关键核心技术，先后有 116 项科技
创新成果获自治区级及以上科技进
步奖。

眼下，位于东天山脚下的木垒250
万千瓦风电项目工地上一派繁忙景
象。该项目建成并网后，预计年均发电
量 62.5 亿 千 瓦 时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187.9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623.13万吨。届时，木垒新能源装机规
模将突破1000万千瓦，率先建成全疆
首个县级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大漠戈壁，光伏如阵；风谷山头，
巨翼旋动。昌吉州正聚焦自身资源优
势，以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聚力
抓园区育龙头、抓链条建集群，推动
煤炭煤电煤化工、绿色矿业、新能源
新材料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油气、粮
油、优质畜产品、棉花及纺织服装4个
百亿产业集群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乘势前行。

拼经济，拼发展，营商环境是关
键。昌吉州始终追求理念创新、方式
创新、手段创新，以真心实意帮助企
业、真金白银打造环境、真招实举营
造生态。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
昌吉州正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
进，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昌吉样本”，
也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积极贡献“昌吉力量”。

（上接01版）

本报讯 记者马军、通讯员朱敏报
道：近一段时间，阜康市各乡镇陆续组
织开展乡镇职称聘期考核工作，对聘任
在乡镇职称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在一届
聘（任）期内进行全方位、综合性考核，
考核结果将作为岗位续聘或晋升的
依据。

近年来，昌吉州围绕基层人才“引
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的问题，打破
基层人才晋升难的瓶颈，深化乡镇职
称制度改革，让人才扎根乡土，为打造
乡村振兴昌吉样板提供坚强的人才
支撑。

据了解，《昌吉州乡镇职称制度改
革试点办法》出台以来，阜康市共有 69
名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了昌吉州乡镇职
称并聘任到相应的岗位，享受到了职称
制度改革的红利。昌吉州人社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科科长朱敏介绍：“乡镇专
业技术人员既可参加自治区职称评审，
也可自主选择乡镇职称评审，探索了更

加符合基层实际的职业发展新路径，拓
展了乡镇专业技术人员晋升空间和选
择机会。”

与此同时，昌吉州在深化乡镇职称
制度改革中，最初以农艺、畜牧（兽医）、
林业、农机、水利五个专业为试点，并于
2023年将教育、卫生健康纳入试点专业
范围，从原有五个专业扩大至七个系列

（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与普通职称评审相

比，昌吉州基层职称评审不再只倾向于
学历、论文、科研成果等，而是更倾向于
工作量、工作实绩、业务能力等评价权
重，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不“唯论文、唯学
历、唯资历、唯奖项”，由涉改行业主管
部门根据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各领域
具体评审条件及量化赋分标准。

评职称不是目的，用好乡村振兴人
才才是关键。昌吉州在乡镇基层职称制
度改革中，坚持“特设岗位，评聘合一”。
在自治区规定的结构控制比例外，单独

设置乡镇专用十二级至三级特设岗位，
用于聘任取得乡镇职称的专业技术人
员，有效发挥职称评聘在乡镇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导向作
用，进一步调动乡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
积极性，稳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服务
乡村人才振兴。

截至目前，昌吉州共有 421 名基层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乡镇职称，其中正高
级 71 人、副高级 280 人、中级 70 人，基
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整体结构得以
优化。

推进乡镇职称制度改革，打通了人
才成长通道，扭转了改革前高级职称占
比较少的金字塔形人员结构，以中级职
称为主，高、初级职称按比例合理分配
的橄榄型人员结构初步形成，有效调动
了乡镇专业技术人才干事创业积极性，
稳定基层人才队伍成效明显。

职称制度作为科学评价、用好用活
人才的指挥棒，是激发广大人才创新活

力的重要杠杆。据了解，昌吉州于 2019
年在全疆率先启动乡镇职称制度改革，
将乡镇基层职称制度改革作为重要内
容之一列入全州重点改革事项，昌吉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有关部门，
在对全州乡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进行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制定
了《昌吉州乡镇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办
法》，着力打破乡镇基层职称晋升“天花
板”，提升专业技术人员扎根基层奉献
的积极性和获得感。目前，乡镇取得高
级以上职称人数占比由原来的14.8%增
加至21%。

昌吉州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局
党组书记于峰山说：“昌吉州人社局将
持续充分发挥职称在专业技术人才稳
定、吸引、培养和使用中的导向作用，坚
持锐意改革，狠抓制度落实，推进政策
创新，为稳定基层人才队伍、引导人才
向基层一线流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贡献人社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