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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开春，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
简称昌吉国家农高区）25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复工，总投
资64.15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8.4亿元，项目覆盖棉花纺
织服装、食品加工、生物制造、现代农机农资制造、种子等现
代农业产业链核心领域。25个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
新增产值80亿元、利税3亿元，推动昌吉国家农高区现代农
业产业链提质升级，为打造国家一流农高区注入强劲动能。

园区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项目建设的主阵地、产业聚
集的主载体、企业发展的主平台、农业创新的主窗口、科技
研发的主引擎，拧紧弦、拉满弓、铆足劲，这是昌吉国家农高
区奋进的姿态与决心。

这个农业“国字号”“高”在哪？

昌吉国家农高区以423平方公里土地书写“高”的答案。
作为新疆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昌吉国家农高区承载着新
疆乃至全国棉花全产业链科技创新、绿洲农业高质量发展
先行示范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昌吉国家农高区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西部中心）一体化发
展，在建设优质棉基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等方面精研践行，做强特色
优势产业，打造丝路智慧农业新标杆，推动昌吉州由“农业
大州”向“农业强州”转变，助力全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高质
量发展。

这个农业的“国字号”“高”在哪？“高”在产业融合的深
度发展。

在昌吉国家农高区广袤的田野，一场关于现代农业的
“交响曲”正激情奏响——

育苗棚内，数百万株蔬菜幼苗舒展新绿；实验室里，科
研人员正在进行棉花叶片DNA提取实验；生产车间，一粒粒
饱满的种子“脱颖而出”……从工业级育苗到分布式生产，
从实验室组培到产品加工，昌吉国家农高区正用科学技术
重新定义现代农业内涵。

新疆新科纺织30万锭全智能化、数字化纺纱项目等一
批以新质生产力为主的产业项目相继落户，这里的棉花产
业正经历一次次升级。从一粒种、一棵苗、一朵棉到一根线，
棉花产业不仅带动了种植业、农机现代化的发展，也带动了
纺织服装产业蓬勃发展。

新项目、新生态、新体系，让昌吉国家农高区奋进的画
卷满目“新”。

产业经济是一个园区向上的原动力。在榆泉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区（以下简称榆泉产业园）内，多家制造业企业
的生产车间铆干劲、忙生产、赶订单，开启忙碌模式。

在新疆联强农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中药饮片生
产车间，药材通过净制、切制、炒制等10余道工序和联动数
控生产线的精细加工，变成一袋袋中药饮片。从“一棵苗”
到“一条链”，从生态种植基地到中药产品，一条集种植、加
工、科研、康养于一体的现代中医药产业链正在这里加速
形成。

一羽鸡如何“孵”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新疆泰昆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1天出栏鸡苗10万羽，1小时加工冷鲜鸡
和鸡块11吨，1年有6万吨冷鲜鸡“飞”上百姓餐桌，全产业
链实现年产值12亿元，领跑昌吉州畜禽产业发展。

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今年昌吉州“新春第一会”热
议的话题之一。于昌吉国家农高区而言，就是要大抓产业发
展，推动平台提质增效，培育壮大园区特色产业，突出特色
化差异化，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新招频出，有章有法。昌吉国家农高区提出的实施现
代农业科技、产业、种子、生物四大工程，棉花纺织服装、食
品加工、生物制造、现代农机农资制造和种子五大产业值
得关注。

在特色产业强势引领的同时，昌吉国家农高区百亿级
产业正加速崛起。吸引66家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发展，今年谋
划100万锭纺纱项目，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5亿元，同比增
长10%，农产品加工全产业链产值达160亿元以上。

在新疆农业博览园5000平方米的直播基地，十几个房
间里的直播灯亮起，主播对着镜头热情地介绍产品。昌吉国
家农高区打造线上线下销售体系，与贺娇龙工作室深度合
作，培育“品味新疆”好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带动全疆农产品
销售收入超130亿元。今年发挥贺娇龙团队电商直播支撑作
用，带动雪山果园、马三三、远航等企业壮大电商团队，带动
全疆农产品销售150亿元；培育“品味新疆 昌吉农高农源甄
选”特色品牌，开设品牌仓储式超市和连锁店铺16家。支持
昌骏荣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新茄、新润泽开拓国际市场，外
贸进出口额达到3850万美元。

“高”在科技创新的前沿突破

在西部中心科研楼里，科研人员正通过分子标记，检测
棉花抗旱、耐盐基因；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智慧农业科技馆，
番茄酸甜、青菜肥硕、生菜脆嫩，各类水培蔬菜尽显现代农
业“技术流”；在昌吉国家农高区丝路科创中心的写字楼里，
汇聚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和闪光的梦想，这里是新疆现代农
业新样板的策源地……

近年来，昌吉国家农高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大学
等20余家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与西部中心一体化发展，国家
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西北分中心、棉花生物育种
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分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相继落地，这里成为新疆农业含“科”量最高的区域，处处涌
动着创新活力。

在老龙河智慧棉田，土壤监测仪、遥感无人机、农业无
人车等机器已各就各位。在这里，棉花播种后，通过一部手
机，就能远程查看万亩棉花的各项生长指标。

一朵棉花，几多科技？从自动驾驶播种到无人机巡田，
从土壤墒情传感器到智能水肥滴灌……昌吉国家农高区成
为集卫星导航自动驾驶、精量播种、干播湿出、精准水肥调
控、化学封顶、种植业信息化、机械采收、残膜回收等先进技
术和智能装备的示范基地。

“滴滴——”伴随清脆的响声，在昌吉国家农高区2687
亩慧尔智慧农场，电动球阀瞬间启动。操作员只需通过手
机，就能远程进行灌溉作业；百公里之外的加工番茄种植基
地，一株株番茄苗在传动链上循环转动，在接近地面时，被
强劲有力的机械臂抓取移栽进田地。

从阡陌田园到云端智控，昌吉国家农高区用数字化智
慧浇灌农业绿洲，打造农业与科技融合的新样板，这片希望
的田野正不断结出科技之“果”。

研发投入的强度更彰显其“科技成色”：2024年全社会
研发投入3.8亿元，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增至56个。在智
慧农业领域，昌吉国家农高区联合西部中心在全疆布局建
设试验基地15个，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在全疆建立科技
示范、产业推广基地148个，推动466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
面向全疆辐射转化。打造3万亩“智慧棉田”示范工程，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艺融合，实现百亩单产750.3公斤、千
亩单产637.7公斤的突破，为新疆棉花产业树立高产高效标
杆。慧尔农业自主研制的“智能水肥+智能施肥机+智慧球
阀”水肥一体化模式，在全疆推广400余万亩，有效助推了全
疆农业农村现代化。

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向新，也要向“芯”。
从“种子芯片”到“智慧棉田”，科技创新是昌吉国家农

高区的核心驱动力。作为国家种业战略的重要支点，这里汇
聚了九圣禾、大北农、丰乐、登海、康普森、金天山等12家种
业企业，审定农作物新品种66个。打造天康猪、泰昆鸡和猪、

上品美羊、康普森种羊等优质畜禽商业化育种体系和知名
种源品牌，畜禽种源供应占全疆的50%。

一粒粒“金种子”，通过各方合力，播撒在“希望的田野”
上，结出丰硕成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昌吉国
家农高区已聚集45支科研团队、2800多名科研人员，智慧
育种“新赛道”，在这里越走越宽。

作为新疆首个落地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区域，昌
吉国家农高区现代农业市域产教联合体覆盖园区内2100多
家企业。园区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支持产教联合体成
员单位人才培养改革、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今年，昌
吉国家农高区强化现代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建设5万亩智慧
农业示范区，打造3000亩无人智慧农场，实施棉花、小麦高
产攻关等12个试验示范项目。

今年，昌吉国家农高区与西部中心构建“决策共谋、科
技共创、产业共建、成果共享”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计划投入
1.75亿元，实施科技人才项目89项，重点推进优质棉花新品
种创制、生猪关键技术提质增效、花生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
究、番茄制品品质提升等自治区级以上科技项目，力争突破
关键技术15项、取得科技成果100项以上。

一簇簇创新火苗汇而成炬，点亮了多个优势产业集群，
以西部中心为创新轴，一个总部林立、创新活力迸发的昌吉
国家农高区正加速崛起。

“高”在营商环境的高效提升

在新疆千捷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粉末涂料生产车间，
环氧树脂等原料经过配料、混料、挤出、压片、粉碎、包装等
加工流程，变成一袋袋粉末涂料。“公司成立仅1天时间就完
成了项目备案、营业执照注册及银行开户手续，项目从立项
到投产只用了两个月。”公司总经理黄惠雄满心欢喜地说，
去年产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昌吉国家农高区推动办事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
费用、减跑动，推行优化服务、提高效率行动。在“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等小切口、小场景上不断突破，企业开办手续
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受理比例达到
90%以上。

一个好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马不停蹄分赴各地“跑商抢资”，争分夺秒优化服务“快

速落地”，在昌吉国家农高区，从“保姆式服务”到“生态级赋
能”，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招商体系。

招商是个环，一环扣一环。决心与魄力背后是早谋划、
早布局。今年昌吉国家农高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45个，全年
计划完成投资14.5亿元。“与团队相匹配，全链条服务也是
招商‘新体系’里的重要一环，园区全力做好项目全过程服
务保障，确保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加快形成现代农
业创新新生态，为昌吉国家农高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打造百亿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昌吉国家

农高区党工委书记赵贤东说。
在榆泉产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园内，中通快递公司快递

驿站人来人往，快递员正用扫描枪高效扫描快递包裹。小微
企业创业园总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130亩，建有标准化
厂房9栋和相关配套设施6栋，让企业实现“拎包入住”。

为全面提升榆泉产业园产业承载能力，昌吉国家农高
区计划投资4.4亿元，实施一批水电汽暖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和生活性、生产性公共服务项目，配套建设餐饮、住宿、
商超等便民服务网点，不断提升宜居宜业质量，让企业经营
安心、生活舒心。为解决企业办事远、办事难问题，成立农业
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代办跑办手续、协调解决困难诉
求、政策宣传解读等全方位服务，更好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从“政策洼地”到“服务高地”，高端人才和领先企业不
断涌入，在这片智慧的沃土上，创造着越来越多熠熠生辉的
发展成果。

“高”在示范引领的广阔视野

在2025年工作部署会上，昌吉国家农高区提出要切实
担当起新疆乃至全国棉花全产业链科技创新、绿洲农业高
质量发展先行示范的责任和使命，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
打造全国一流产业园区。

持续导入新产业、支持新研发、扩大新投入、引导新入
园、开辟新市场，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改造提
升，这是昌吉国家农高区面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时代命题进行的“自我突围”，不断向高处攀登的园区打造
了一片持续升级的热土。

在新疆泰昆集团昌吉饲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
智能机器人将成品饲料进行码垛，工人驾驶叉车将成品饲
料进行转运、装车，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公司总经理王波介
绍：“公司是西北地区单体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年产能70
万吨，产品畅销全国。目前两个车间5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日
均生产饲料1200吨，全力以赴交付订单产品。”

从一个企业的成功实践，到整个园区的蓬勃发展，昌吉
国家农高区全力推进平台建设加力提速，加快建设农业新
质生产力策源地，推动形成具有新技术、新要素、新模式、新
业态、新动能等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力。

昌吉国家农高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速构建，泰昆饲
料全域生产规模190万吨、占全疆的30%；新茄和新润泽番
茄精深加工能力30万吨、占全疆的25%；品高食品建成西北
最大年屠宰150万头生猪加工基地；投资15亿元的河南飞
天生物30万吨生物制糖及特种生物食品加工、投资10亿元
的禾元生物产业化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顺利推进，一
大批尖端技术、前沿科技、新兴产业释放出新质生产力的澎
湃动能。

新疆农业博览园5000平方米蝴蝶兰展馆，火凤凰等70
多个品种、8万株蝴蝶兰绽蕾吐蕊，争奇斗艳，众多游客穿梭
花丛中，认真挑选，把这份“美丽”带回家。新疆都市胡杨林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裴江伟说：“今年我们大力优化旅游设
施，加快推进实施新疆农业博览园、胡杨林景区提升改造项
目，实现景区焕新升级，建设牡丹湖、牡丹园、垂钓园、海洋
馆等新景点，优化智慧农业科技馆、研学馆、菊园等业态；提
升智慧旅游服务平台、道路景观、导览标识等旅游基础设
施，全面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昌吉国家农高区以开放生态重塑三产融合发展版图，
加强农文旅深度融合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加快
旅游项目建设、盘活旅游资源，加快构建都市特色旅游快速
发展新格局。

2024年，昌吉国家农高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
亿元、增长 18%；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57 亿元、增长
35.2%；完成外贸进出口额3500万美元、增长47.3%；实现旅
游收入12.7亿元、增长101%……

昌吉国家农高区，何以出彩？
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关键在创新！
昌吉国家农高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产业融合为路

径，以人才汇聚为支撑，以示范引领为目标，在新疆矗立起
了一座农业科创的“脊梁”。它的“高”，不仅体现在科技水平
和产业发展上，更体现在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中。

这里，每一粒种子、每一朵棉花、每一片智慧农田、每一
台智能设备、每一位“田秀才”，都在定义新疆现代农业的

“海拔”，体现着中国农业向上生长的力量。未来，随着更多
“科技绿洲”崛起，这片土地将持续书写“藏粮于技、兴业于
新、惠民于实”的生动答卷。

昌吉国家农高区昌吉国家农高区““高高””在哪在哪？？
□本报记者 刘茜

在昌吉国家农高区棉田里，大型采棉机穿梭其中，有序采收棉花。 资料图片

在昌吉国家农高区智慧农业科技馆，负责人闫冀在查看蔬菜的长势。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2月11日，在鸡苗雌雄弱残鉴别车间，新疆泰昆集团食品事业部孵化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分批对鸡苗进行性别、弱残检查。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在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温室基地，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绿
洲节水与戈壁生态农业创新团队执行首席、研究员马月虹（左）和甘肃瑞盈热力有
限公司市场经理夏亮探讨黄瓜种植技术。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