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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通过
世界首条±11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
新疆电仅需0.01秒就能跨越3293公里
闪送华东地区，这比人类眨眼速度快20
倍。”近日，国网新疆电力超高压分公司
昌吉换流站站长王鸿展示的这组数据，
让记者感受到了我国“疆电外送”工程
的科技魅力。

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被誉为“疆电外送”的“高速
通道”，自2019年投运以来便架起一条
横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
六省（区）的“电力丝绸之路”，全力保障
华东地区群众日常生活用电需求。

在占地相当于 59 个标准足球场的
昌吉换流站内，3.2万台智能化设备如钢
铁卫士列阵值守，昼夜不息。记者在现
场看到，搭载北斗导航的巡检无人机正
与地面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5G网络支
撑的鹰眼摄像头、红外测温系统实时捕
捉各种电力设备工作状态。“我们构建
了‘人工+机器人+无人机’的三维巡检
体系，通过大力运用 5G+数字孪生技
术，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王鸿介
绍，今年昌吉换流站新投入的主动防御
系统可实现故障预警准确率达 99.8%，
保障这条能源大动脉24小时安全畅通。

这条超级工程的能量转化成效令
人震撼：每日输电2亿千瓦时，这相当于
燃烧7万吨标准煤，凭借瞬时输电，能满
足华东地区3000多万个家庭一天的用
电需求。若用火车运输这些煤炭，需要
1200 节车皮日夜兼程两三天才能抵达
华东地区。据统计，昌吉换流站投运至
今，已累计输送电能3402亿千瓦时。今
年以来，该站外送电量234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3%。

“我们正在研发新一代自适应控制
算法，未来输电损耗有望从5%降至3%
以下。”王鸿透露，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
容量突破1亿千瓦，昌吉换流站将持续
升级数字孪生、多端柔性控制等核心技
术，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更强劲的跨
区输电解决方案。

今年一季度，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国家高新区）
实现工业增加值 2.3 亿元；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1.77亿元，同比增长5.52%。

亮眼数据背后，是昌吉国家高新区
构建“服务找企业”新模式的持续发力。
通过数字化赋能、全周期服务、精准施
策等创新实践，这里正书写着新疆产业
高地营商环境优化的新篇章。

构建全周期服务生态圈

4月17日，在新疆星旭铝业有限公
司厂房里，90余名工人分布在不同生产
车间忙个不停，板材切割、冲孔、焊接和
打磨等工序一气呵成，将银色铝板雕琢
成精密幕墙构件。“园区干部帮办环保、
安全等前期手续，还给我们介绍客户。
现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有 4000
多平方米铝单板从这里销往国内外。”
该公司副总经理蒋万有介绍。

这家 3 月试投产的企业，在昌吉国
家高新区“服务专班”护航下，正朝着年
产值4亿元目标加速冲刺。

这是昌吉国家高新区“服务前置”的
缩影。“服务要像春雨般精准滴灌，园区
打造‘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政企互动
模式，针对不同企业的行业属性和发展
需求，通过精准对接、高效服务、创新机
制，实时跟进企业需求、‘一对一’精准服
务，简单问题当场办、复杂问题统筹办、
重大问题提级办，持续打造为企服务新
生态。”昌吉国家高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招商服务中心）主任谢磊说。

在这里，企业的需求和诉求正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反馈、分解、解决。
在解决企业困难诉求方面，昌吉国家高
新区持续打造“园区说事”品牌，由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和机关各部门定期举办

“园区说事”活动，面对面解决问题。小
到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大到市场客户
开拓、政策支持，昌吉国家高新区优化
管理运行机制，畅通诉求传递通道，全
力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目前，已举办

“园区说事”活动30场，参加企业千余家
次，解决共性问题50多个。

同时，创新“帮办专家+审批管家”
等服务模式，为重点项目提供“一对一”
帮办服务。

“从政策解读到手续办理，从难题

协调到资源对接，帮办成员冲锋在前。
这种‘全程帮办+靠前辅导’的工作模
式，不仅让企业办事少跑路，更有效疏
通了企业发展的难点与堵点，让企业投
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形成‘企
业需求，快速响应，专业帮办，高效服务’
的新格局。”谢磊表示。

打造立体化护航矩阵

在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面粉）南侧的创业
大道上，车辆川流不息。这条道路之前
是宽 8 米的两车道，天山面粉每年货物
吞吐量达 60 多万吨，高峰期每天约有
100多辆运输车进出。由于原来路窄，大
型车辆转弯不便，影响了周边企业物流
运转效能。“为解决企业集中反映的物
流瓶颈，园区投入2300万元实施创新大
道改造工程，将4 公里关键路段拓宽至
13 米四车道。”天山面粉项目安全部工
程师吕金龙指着车流说，道路升级惠及
沿线9家企业。

在天山面粉智能化车间里，小麦的醇
香与数字化管控系统的嗡鸣交织。吕金龙
轻点鼠标，指着天山面粉智能生产管控平
台说：“这几天，车间日加工面粉1000吨
左右，有19%的面粉销往疆外。2024年天
山面粉实现产值16亿元，今年我们计划

产销面粉74万吨，产值突破17亿元。”
在拓展国际市场过程中，新疆天山

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遭遇出口认
证和物流成本难题。昌吉国家高新区协
调海关、物流公司提供“一对一”指导，
帮助企业快速通过国际质量认证，并联
合中欧班列运营方设计专属运输方案，
助力“新疆面粉”品牌走向中亚市场。

这样的协同创新，在昌吉国家高新
区已成常态。园区打造的“产业服务矩
阵”颇具匠心：搭建“高新区企业服务云
平台”，集成政策推送、融资对接、技术
咨询等功能，企业通过手机端即可实时
获取服务。

蓝山屯河通过平台匹配到金融机
构的绿色信贷产品，成功获得低息贷款
用于环保技术改造。针对特变电工、新
铝铝业等企业的共性需求，昌吉国家高
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招商服务中
心）牵头成立“先进制造产业联盟”，促
进本地企业间技术共享、订单协同，仅
2023 年就促成区内合作项目 12 个，节
省成本超千万元。

服务能级再跃升

夜幕下的昌吉市江北再生纸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灯火通明，蒸汽管道蜿
蜒如龙。公司总经理黄玉华带着工人挑

灯夜战调试设备。“在昌吉国家高新区
的协调下，新建了长9 公里的天然气管
道及40吨燃气锅炉，从源头上彻底解决
了江北纸业生产所需的蒸汽问题，因蒸
汽供应中断‘沉睡’多年的企业重获新
生。”黄玉华说。

这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服务精
神，来自理念创新。昌吉国家高新区以
心换心，持续擦亮“昌吉服务”金名片，
用更好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竞争力。

昌吉国家高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殷俊杰介绍：

“我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走访
企业当中，了解他们的情况，增加企业
之间的资源共享，通过各种举措加强服
务企业的能力。同时，我们将企业反映
的问题和困难，梳理成台账，便于快速
逐一解决，及时做好回访，确保问题不
再反复。”

这几天，昌吉州高新区企业联合会
会长、徐工海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郭文彬忙得脚不沾地，由企业联合会
组织的昌吉高新区企业赴中亚国家考
察交流团即将启程。郭文彬介绍：“源于
新疆的区位优势，我们积极谋划走出
去，针对高新区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建
材产业，通过开拓海外市场，为企业开
辟第二增长曲线。从去年开始，已成功
组织 3 批企业中亚之行，先后有十几家
企业共斩获订单超千万元。”

昌吉州高新区企业联合会成立于
2020年11月，现有会员企业160余家，
涵盖金融服务、生物科技、新型建材、装
备制造、装配建筑企业等。“这批考察交
流团共25家企业，考察期间，考察团将与
当地企业面对面洽谈，参观知名企业，参
加各类商务活动，零距离了解中亚国家
的市场动态、产业优势及投资环境，与各
国企业家携手共同发展。”昌吉州高新区
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闫建峰介绍。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昌吉国家
高新区外贸进出口额完成4772万美元，
同比增长47.6%。

当营商环境优化从政策承诺转化为
可感可知的发展动能，昌吉国家高新区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被动响应到主动
赋能，从单一服务到生态构建，昌吉国家
高新区通过全力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
务效能，正在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
——昌吉国家高新区营商环境升级记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宋华敏

典范地址·强营商环境

航拍新疆·走进昌吉

比眨眼还快！新疆电0.01秒闪送华东

新疆电通过昌吉—古泉±1100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吉换流站输往华东地区。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疆电东送”昌吉换流站工作人员正进行高空检修。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疆电东送”昌吉换流站极1阀厅。
□本报记者 常谊谊摄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化车间内，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
□本报记者 刘 茜摄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秦春
芳近日从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州国投集
团）“十五五”战略规划编制工作启动
会上获悉：该集团将紧跟昌吉州“十
五五”规划重大发展思路，紧扣国资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要求，进一步
深化改革强化创新，系统谋划集团未
来五年发展蓝图，做强做优“八大产
业板块”，构建产业多元化发展体系，
为加快推进“典范地州”建设贡献国
企力量。

州国投集团将深度对接自治区
“十大产业集群”和昌吉州“八大产业
集群”发展体系，聚力“强准东引擎”

“强昌吉州府”战略，充分发挥区位、
资源、产业三大优势，精准把握自治
区和昌吉州战略规划与集团各大产
业板块的战略契合点，立足昌吉、面
向全疆，全面激发集团各产业板块发
展新活力。通过做强能源、做优交通
物流、做大信息技术、做细资产管理、
做实投融资、做精医药康养、做专检

测、做稳房地产，持续构建产业多元
化发展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化、系
统化经营模式，高效服务昌吉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后，州国投集团将紧扣昌吉市
“一市两区”战略规划，积极参与未来
数字城市、智慧园区项目建设，探索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领
域；围绕城市更新、路网优化，在补短
板、强弱项、优品质中发挥国企基础
设施建设主力军作用；依托昌吉州中
医药传承创新示范基地，深度联动农
高区中药材种植，在“农业+中医药”
融合发展中探索科研转化、健康服务
产业新路径；充分发挥产业、资源和
地缘优势，深化与高校及科研院所战
略合作，为重大科研项目提供产业化
应用场景支持，通过“产教研”深度融
合、“科工贸”协同发展，全面补齐企
业在科技创新、人才建设、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短板，为昌吉州构建“基础
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
创新生态体系贡献国投力量。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近
日，在呼图壁县众义达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邮储银行呼图壁县支行行长吴
建忠和信贷客户经理一同前来了解
该公司总经理李磊的贷款体验。

呼图壁县众义达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农机零售和维修
的企业，成立于2018年。该公司主要
从事农业机械的销售和维修服务。近
年来，该公司经营良好，在行业内拥
有良好的口碑和市场份额。前期，李
磊通过办理个人贷款来维持企业经
营，办理速度较慢，额度也不足以满
足企业经营需求。

2024年9月，随着该公司业务的
不断拓展，订单量持续增加，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邮储银行呼
图壁县支行工作人员积极上门走访，
为李磊定制了个性化的融资方案，通
过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为
李磊送来了“及时雨”，有效缓解了他
的资金压力。

“我从2022年开始就与邮储银行
呼图壁县支行合作了。”李磊介绍，从
客户经理上门介绍信贷产品，到银行
放款，仅用了四个工作日，高效的审

批速度让他倍感轻松。
“这笔钱是我用于采购农机的。

接下来，我将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和提
升售后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竞争力。”李磊说。

2024年以来，邮储银行呼图壁县
支行坚定不移把服务乡村振兴摆在
突出位置，加快模式创新和重点突
围，不断推动涉农信贷业务发展。截
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涉农贷款资
金达1.19亿元，有效助力呼图壁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邮储银行呼图壁县支行始终坚
守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
的市场定位，做深做细普惠金融大文
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覆盖
率和满意度，通过创新产品、优化服
务、科技赋能、多方协同等措施，满足
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助力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的责任和
使命。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企业
的支持力度，为更多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邮储银行呼图壁县支行行
长吴建忠说。

4月21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昌吉分院总医院大西渠镇分
院，今年50岁的全科医生杜娟早早坐
在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细心核对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的当天工作。

“今天要去给新戽村的吕延玲测
血糖，她的血糖有些高。”杜娟核对
完工作，就往出诊包里塞进新到的降
糖药。这些药品是通过医共体平台从
上级医院直接配送的。

这时，村民陈洪明就走进诊室。
“杜医生，我这老寒腿又疼得厉害。”
他卷起裤腿露出红肿的膝盖。

“您这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我
给您开中药热敷包，配合艾灸、微波
进行治疗。”杜娟询问症状，随后熟
练地进行触诊，并为其开具了电子
处方。

杜娟桌上的电脑屏上显示着陈

洪明的健康档案：血压、血糖、用药记
录……这些数据通过“昌吉健康云”
平台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昌吉分院总医院互联互通。

“20 年前，我们这里只有 6 名医
生，药品不足200种，遇到急症只能把
患者往上级医院送。”杜娟说，如今，
分院配备了彩色B超、全自动生化仪，
药品增至300余种，还与上级医院建
立了医共体，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完成
了脂肪瘤切除等手术，这在过去是不
敢想的。

“杜医生，明天去找你看看我的
老寒腿。”“杜医生，我最近老是头晕，
是血压又高吗？”……杜娟的手机里
存着30多名大西渠镇患者的微信，每
天都有患者向她咨询病情，她总是耐
心回复。最让她动容的是，村民马生
萍曾被她治好了腰疼病，专门给她送
来热气腾腾的抓饭表示感谢。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杜娟踏上
了出诊路，身影被夕阳拉出老长。这
条行医路，她已行走了20年，用心守
护着大西渠镇1.4万多名村民的健康
安全，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照
亮了世界。

州国投集团召开“十五五”战略规划编制启动会

持续构建产业多元化发展体系

邮储银行呼图壁县支行

金融“活水”润民企

乡镇全科医生的一天
□本报记者 王薇

杜娟为患者诊疗。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