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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好多
年前，我来这里拍摄过，这次过来发现
变化真大，当初的电解铝企业，已经是
煤电一体化产业集团了。”近日，“新疆
农信·农商银行”航拍新疆大型全媒体
采风团走进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其亚新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
亚新疆集团），一名无人机飞手发出感
慨。

进入新疆15年，其亚新疆集团发展
飞快。15 年前，其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童文其带着年产80万吨电解铝
项目落户准东开发区，依靠这里储量丰
富的煤炭资源，走出“煤—电—铝”一体

化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发展新路。经
过十数年耕耘，其亚新疆集团已累计完
成投资额 350 亿元，年销售收入超 200
亿元，迅速跻身全国铝业十强。

“躺在煤炭资源上发展的时代已成
为过去。绿色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生
存题。”面对行业变化，童文其时刻保持
危机感和紧迫感。2023 年，他主导推动
了绿色转型行动，迅速整合旗下铝电、
硅业、新能源板块成立其亚新疆集团，
斥资600亿元启动“铝硅基+风光电+煤
化工”立体化战略。年产20万吨金属硅、
20万吨高纯晶硅、10万吨单晶硅、20吉
瓦切片、6吉瓦光伏发电及配套建设2×

66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项目等一批围绕
绿色转型的产业项目迅速落地开工，项
目建成后预计产值超 1000 亿元，实现
铝基硅基新材料产业规模化集群发展。

在新能源及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其
亚新疆集团依托昌吉州风光电资源，迅
速开工建设木垒 300 万千瓦风光电项
目、年产600万吨煤基甲醇项目、年产60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等多个项目。

“构建‘煤电保供+绿电降本’双轮
驱动模式，利用自有煤矿保障基础负
荷，木垒风光电提供平价绿电，使电解
铝、多晶硅等耗能大户的综合用电成本
下降18%以上。”童文其介绍，其亚新疆

集团正加紧进行一场贯穿能源、材料、
技术的全方位革命，正致力打通“工业
硅—多晶硅—单晶硅—光伏组件—绿
电回用”全产业链。项目投产后，硅料生
产绿电使用率将超40%，每吨晶硅碳排
放量比行业均值降低35%以上。

从2010年拓荒准东开发区，到如今
超过千亿的投资规模，其亚新疆集团的
成长与新疆改革步伐紧紧相随。“新疆
给予我们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敢为人先
的改革魄力，我们计划持续加大投资，
预计在新疆投资规模达到1200亿元。到
2030 年，在新疆实现企业营业收入
2000亿元的目标。”

航拍新疆·走进昌吉

其亚新疆集团：走出绿色转型发展新路

本报讯 通讯员徐芯桐、杜川江报
道：近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十八户村
千亩棉田里，6 台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
间匀速行进，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
铺膜、播种、覆土、滴灌带铺设等工序一
气呵成。这是二工镇首次规模化试种棉
花，通过“种植大户承包+村集体土地流
转”的模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探
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多渠道促增
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今年，石生新家庭农场在二工镇承
包 3000 多亩土地种植棉花，并采用全
程机械化种植技术，从精量播种、无人
机植保到机械化采收，实现了“耕、种、
管、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石生新家庭
农场负责人崔生军说：“我们用装有北
斗卫星导航的新型播种机作业，不仅可
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播种线路精量播种，
还能实现滴灌带、地膜铺设全程机械
化。相比传统播种，可以提高土地利用
率，方便后期机械化田间作业和采收。
借助北斗导航系统开展播种作业，效率
也高，3000亩棉田，15天左右就能播种
完毕。”

为确保试种成功，二工镇联合石
生新家庭农场，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和
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及时解决村民

在播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春播
工作如期完成。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党
委书记张斌文说：“此次千亩棉花试种

是我们探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
一步。二工镇将持续关注棉花生长情
况，总结试种经验，加强与企业合作，

完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逐步扩大
棉花种植规模，把棉花产业打造成助
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5月1日，夏先生驾驶的小型面包车
突然爆胎，在玛纳斯县塔西河工业园区
纬十七路“趴窝”，无奈之下，他拨通了
疆小安志愿服务队（以下简称疆小安）
紧急救援电话。

疆小安队员刘权峰接到电话，立即
和队员带上千斤顶、拖车绳等救援物品
赶赴现场，帮助夏先生更换了汽车轮
胎。很快，车辆恢复了正常。疆小安的救
援服务，让夏先生倍感温暖，不停向救
援人员致谢。

疆小安的前身是新疆心连心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能源化工）

于2013年成立的企业内部安全保卫队
伍。成立至今，疆小安坚持24小时备勤，
全年无休，无怨无悔当好企业职工的安
全管家，为其提供紧急救援、车辆维修、
失物招领、应急接送等15项义务服务。

这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队伍共
有35名队员，其中退伍军人占到70%以
上。他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不改军
人本色，主动担负起造福一方百姓的职
责使命。2024 年 10 月，疆小安正式成
立，用实际行动诠释“群众需求在哪里，
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责任担当，为公
司职工和周边群众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用志愿服务传递爱心、播撒温暖。

从应急响应到暖心服务，从深夜驰
援到节假日执勤，疆小安的每一次行动，
都是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
的践行，群众的每一句感谢，都化作了队
员们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动力。

心连心能源化工厂毗邻乌奎高速

路，被玛纳斯县纬十七路、纬十九路环
绕，车流量密集。出现大风降雪天气，过
往车辆时常出现侧滑、爆胎、亏电等险
情。疆小安志愿服务队长吕康宁这时都
会叮嘱值班队员：“每一通救援来电都
是对疆小安的信任，我们必须时刻做好
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不辜负
群众的这份信任。”

2024年冬季的一天，一辆由昌吉市
方向驶来的轿车，在途经玛纳斯县纬十
七路时，因路面结冰失控翻入沟渠。接
到求助电话后，疆小安队员们冒着刺骨
的寒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展开
了救援工作。“司机非常无助，车辆滑进
路旁2米深的沟渠，动弹不得。”吕康宁
回忆道，他们一面施救，一面安抚司机，
仅用十几分钟，就将被困车辆牵引拖上
路面。“那一刻，我看到了被救司机眼睛
涌出的泪水。看到这一幕，我觉得疆小
安这些年坚持做的事都是对的。只要群

众需要，我们就去做。”
王少鹏是疆小安的新队员，在一次

路面抢修任务中，他和队员们冒着大
雨，连续奋战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恢复
了道路交通。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一
起并肩作战，在忙碌的工作中相互支
持、相互鼓励，这种团队精神时刻激励
着我。”

“我是‘疆小安’，我先上。”当玛纳
斯县红十字会发出紧急献血、挽救危重
病人生命号召时，当玛纳斯县开展义务
植树、进行抗洪救灾时，当企业职工和
附近群众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总有疆
小安队员冲锋在前的身影。据统计，多
年来，疆小安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2000
多次，其中有4位队员获得“玛纳斯县好
人”荣誉称号。

疆小安，不只是一支志愿服务队的
名称，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经年累月
传播和践行着志愿精神。

据新疆日报报道 “目前，新疆
有157家外贸企业进入企业自查结果
认可模式试点白名单，这些企业可享
受海关‘免打扰’。”日前，乌鲁木齐海
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四级调研员朱
建新告诉记者。

海关每年都会对外贸企业生产经
营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开展现场核
查，以促进进出口贸易健康合规发展。

企业自查结果认可模式是海关总
署2025年3月在全国推广的海关核查
模式。该模式下，企业对照海关核查事
项，可自行开展核查并将结果反馈海
关，海关对企业的自查结果进行审查
认可后，原则上不再对企业进行登门
检查。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企业可
享受100%企业自查结果采信。

5月7日，新疆阿瑟娜实业有限公
司递交的企业自查情况表及随附材料

通过了乌昌海关审查，是全疆首家享受
海关企业自查结果认可模式的企业。

该模式下，企业可自主安排检查
时间，自查发现了问题还能享受容错
整改期。

“以前海关来核查，我们要提前
准备材料、安排专人对接。现在我们
可以自行安排检查时间，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就行，海关也认可检查结果。
我们还能通过自查提升合规经营能
力。”新疆阿瑟娜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热夏提·热合木说。

乌昌海关辖区有 82 家重点企业
进入了企业自查结果认可模式试点
白名单。乌昌海关稽核查科科长白萌
梦表示，该模式可让诚信守法经营企
业实现“一次提交、免检通行”，迎检
成本压缩80%以上，迎检时间节省10
个工作日。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
买苗报道：5 月 13 日，在国际家庭日
来临之际，“涵养好家风 共筑家国
梦”昌吉州2025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
月活动在昌吉开放大学启动。本次活
动由昌吉州妇女联合会、昌吉州教育
局主办，昌吉开放大学承办，以“线下
会议+线上直播”形式，吸引全州各级
教育工作者、家庭代表及社会各界人
士广泛参与。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位昌吉
州家庭教育讲师团受聘讲师颁发了
聘书，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为昌吉州家庭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活动现场，
昌吉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工作室为大
家带来了情景剧，揭示不当教育方式
带来的危害，引发观众的深入思考。

“全国最美家庭”代表、张岩一家亲爱
心工作室负责人张岩，全国劳动模
范、“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马福江，
先后分享了各自家庭家风传承的感
人故事。工作人员宣读了“涵养好家
风 共筑家国梦”倡议书，倡导全民共

建文明家风。活动最后，国家开放大
学特聘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副
教授黄亚夫作题为《家庭教育中怎样
做好高效陪伴与有效沟通》的专题讲
座，为家长提供了科学的教育方法。

昌吉州“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负责人、昌吉开放大学家庭教育
工作室负责人蔡磊说：“接下来，我们
会继续发挥优势，组织开展家庭教育
系列活动，持续用好‘昌吉家庭教育
云’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为更多家庭提供教育优质资源，
帮助家长改变家庭教育理念，掌握科
学的育儿知识。”

据了解，昌吉州2025年家风家教
主题宣传月期间，昌吉州将持续开展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如
家庭故事分享会、家庭教育公益讲
座、亲子实践活动等，进一步引导广
大家庭树立正确的家庭观、教育观，
以良好家风浸润心灵，以优秀家教培
育新人，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巨佳辉、杜川江
报道：近日，吉木萨尔县大有镇 1550
亩大蒜全面开播。

在大有镇的田间地头，村民们或
弯腰播种，或驾驶着犁地机在田间穿
梭，一派繁忙景象。镇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刘明云介绍：“我们通过技
术指导、资金扶持、联系销路等方式，
引导农户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种植的白皮
大蒜味醇香辣、质地紧密、大蒜素含
量高、氨基酸种类全、耐贮易运；红皮
大蒜则具有蒜头圆大、蒜膜紫红、蒜

瓣洁白、气味醇香辛辣等特点，深受
市场欢迎。为了提升大蒜的品质和产
量，大有镇还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
术和管理经验，如滴灌技术、异地换
种等，让大蒜产业更加科学化、更具
规模化。“去年大蒜收成不错，亩产达
到了两万头，我今年又种了 10 亩大
蒜。”大有镇广泉下村村民白彦虎说。

大蒜产业已成为吉木萨尔县农民
致富增收的“拳头”产业。今年，该县积
极立足区域特色优势，大力发展“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富民兴村产业，通过
政策引导、技术扶持与基础设施投入，
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本报讯 通讯员刘玉洁、付晓娟报
道：眼下，呼图壁县的平菇进入采收旺
季，一朵朵平菇为农民撑起“致富伞”。

5月11日，在大丰镇联丰村村民
李菊兰的平菇种植大棚里，一排排菌
包码放整齐，朵朵平菇破袋而出，鲜
嫩饱满、长势喜人，李菊兰正娴熟地
采摘平菇。“目前棚里有7000多个菌
包，40天就能出菇。一茬平菇采收完，
10天后就能出第二茬菇。一天产量最
高可达100公斤，单个菌包一年能收
4到5茬菇。我们通过错季种植，实现
全年都有菇卖。”李菊兰说。

去年春天，李菊兰和丈夫开始尝试

种植平菇。从菌包制作、温湿度调控到
采摘销售，通过系统学习种植管理技术
和实践摸索，夫妻俩已熟练掌握了平菇
种植技术。李菊兰将棉籽壳作为菌包加
工原料，经科学配比制成优质菌棒，产
出的平菇质地柔韧有弹性、营养丰富、
口感鲜美，深受消费者青睐。目前，李菊
兰已与周边多家农贸批发市场、蔬菜店
和超市建立稳定供应关系。

目前，李菊兰共有两座平菇种植
大棚。谈起今后的计划，她满怀信心
地说：“根据市场行情，我们计划把另
一个棚也种满，引进优质菌种，再扩
大种植规模，增加收入。”

疆小安：紧急时刻，伸出温暖援助之手
□实习记者 徐录录

其亚新疆集团有限公司航拍图。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首次规模化试种棉花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十八户村千亩棉田一角。 □孙慧琴摄

海关推行企业自查结果认可模式

乌昌82家外贸企业享“信用红利”

昌吉州2025年家风家教

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

吉木萨尔县大有镇

1550亩大蒜开播

呼图壁县

菌香四溢富农家

李菊兰在大棚里采摘平菇。 □刘玉洁摄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