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5日 星期四
□编辑/海映雯 □版式/任宝红 □审校/张鹏02 要闻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本报讯 通讯员谢甜、张超、姚吉
文报道：“2025 年，我们有信心突破
5000万元的销售目标，目前，已经签了
2000万元的订单，剩下的3000万元只
会多不会少！”近日，新疆东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新能源）董
事长朱德栋谈起公司发展，底气十足。

朱德栋的底气来自企业的科技创
新。2024 年底，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水上
光伏变电站、箱式变电站用降噪装置、
配电柜防水装置等6件实用新型专利通
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东新新能源是奇台县一家本土民
营企业，二十年间，这家企业从一个小
作坊已成长为专业从事电控设备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东新新能
源的“逆袭”不同寻常。

公司的前身是奇台县东新电控设
备厂，主要加工生产高低压配电箱。
2005年，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搬迁入
驻奇台县喇嘛湖梁工业园区。

创办之初，产品生产全靠土法上
马，设备落后，耗时又费力，加上技术团
队力量薄弱，产品质量难以保证。“不怕
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出去考察，发
现与同行的产品差距很大。”朱德栋说。

摆在面前的这些难题怎么解决？设
备老化，朱德栋亲自带着员工去疆外购
买先进设备；技术陈旧，就高薪从高校
引进人才。

“以前车间有四台冲床，一个冲床
剪板折弯，至少得5到8名工人操作，才
能完成一道工序。”2017年，朱德栋花了
60 万元从疆外引进当时最先进的激光
切割机，现在这道工序基本上一个人就

可以完成，并且可以精确到毫米，加上
数控折弯，产品外观和质量都有了很大
提升。

设备在更新、产能在增加，但依然
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朱德栋记忆犹
新的一件事是，2018 年，公司接到一个
外地订单，但产品送过去以后，对方拒
绝接受，原因是产品没有达到技术标
准。经过协调，把产品拉回来重新改进
后，对方才勉强收货。这一次，公司不仅
没有挣到钱，反倒赔了钱。

这件事让朱德栋意识到，只有拥有
自主创新能力，产品才能打开销路，才
能做到“人有我优”。“市场竞争这么激
烈，如果我们再不自主创新，很快就会
被淘汰。”朱德栋说。

作为技术出身的朱德栋清楚：“人
才往往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资产，要把
人才留在东新新能源，这是企业竞争的
一个最大后盾。”

那么，小企业怎么用人、怎么留人？
朱德栋感慨地说：“要真正用事业凝聚
人才，用环境造就人才，用感情留住人
才，用政策激励人才。近几年，公司采取
不断提高薪酬等激励措施引进人才，拥
有了强大的技术团队。他们都是‘80后’

‘90后’的年轻人，他们不断用自己的思
考和实践，研究怎么为市场提供更好的
产品。”

蒋利飞是一名“90”后奇台小伙，6
年前他放弃外地的优越条件到东新新
能源打拼，如今，他已是这家企业的车
间主任。这些年，蒋利飞参与了公司多
项专利研发，对此颇有心得：“技术创新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技术人员深入钻

研，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尝试新
的技术和方法。”

一次创新也许始于某个“灵感”，但
每一个创新想法从萌发到落地，需要穷
尽千方百计、不怕千辛万苦、经过千锤
百炼。

“就拿我们研发的预装式箱式变电
站专利来说，这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
过程，在方案设计、技术研发、样品制造
与测试、优化与改进这些关键环节遇到
困难，要一遍又一遍地实验。我们的技
术团队靠着一股韧劲和执着精神，不断
破解难题，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蒋
利飞说，预装式箱式变电站在不需要人
员进入配电室的情况下，可操作开关的
分闸和合闸，从而减少了人员触电的危
险，提高了安全性。同时，还缩小了设备
的体积，减少了占地面积，并增加了冷
却方式，提高了防洪能力，大大提升了
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为企业赢得了市场
份额和客户认可。

“公司浓厚的创新氛围，让我们更
有激情施展自己的才华，愿意把心思和
精力投入到钻研技术上，安心留在这里
创造更多的可能。”蒋利飞说。

“2020 年以来，公司在科技研发方
面投入了200多万元，特别是国家对企
业创新的支持，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
步。”朱德栋介绍，2023年东新新能源通
过了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第二
年就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这
些政策方面的支持让企业敢于在创新
研发上投入大笔资金。

同时，东新新能源还与疆内外的高
校、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等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研分院、
实验机构的建设和人才培训等工作，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技
术支持。

“专利储备是企业创新力的最好体
现。截至目前，东新新能源已拥有25项
实用新型专利。”朱德栋说。

2021 年至 2024 年，公司连续四年
被评定为全国科技创新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和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

“凭借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专利
技术等方面建立的优势，我们的‘腰杆
子’也硬了。现在，我们的产品无论是知
名度还是品质，都是有了质的飞跃。”朱
德栋说。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大
力扶持和推广，智能充电桩市场已成
为炙手可热的领域。东新新能源依托
奇台县资源优势，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计划 2025 年投资 1500 万元，新建
汽车智能充电桩生产线项目，主要生
产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的高性能交流
快充桩、直流快充桩以及智能家用慢
充桩等产品。

“项目预计今年6月投产，年产能可
达 10000 台，预计年均销售收入可达 1
亿元。”朱德栋说，公司还将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检测系统，提
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领域的
研发与生产能力，形成从原材料加工到
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能力，做好清洁
能源“大文章”。

“创新永无止境，创新永远在路上。
只有向创新要动力，企业才能走得远、
走得稳。”朱德栋说。

手握25项专利！奇台这家企业“腰杆子”硬

5 月 29 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控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
控各车间生产数据。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2014年，是潞安化工集团
在新疆落地的煤化工标杆项目。一
期工程总投资超 100 亿元，建成全
球 单 套 产 能 最 大 的 20 万 吨/年
BDO（1,4-丁二醇）装置，并配套
PTMEG（聚四氢呋喃）、甲醇、电石
等生产装置。2024 年，该公司实现
BDO产量22.14万吨、PTMEG产量
4.66 万吨，产品广泛应用于纺织、
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带动就业超
过千人。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5月26日早晨10时，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病房里，科室副主任王燕带着医
护团队开始查房。她仔细询问一位慢阻
肺老人的用药情况，俯身示范吸入剂的
使用动作。“老爷子，这药得每天按时
用。”温声细语的叮嘱让老人倍感温暖。
这样的场景，是王燕从医20年来的日常
缩影。

从初入医疗行业的职场新人，到如
今年门诊量超 6000 人次的学科带头
人，王燕用仁心仁术在医疗战线书写了
一段动人篇章，并荣获2025年自治区先
进工作者称号。

与死神赛跑的“呼吸卫士”

“呼吸科医生的战场就在病床前。”
这是王燕常挂在嘴边的话。2023 年冬
夜，一名急性肺栓塞患者血氧饱和度骤
降至 70%，她冒雪赶赴医院，组织多学
科会诊、启动溶栓治疗，守在床前数小
时调整呼吸机参数，最终将患者从死亡
线上拉回。从医以来，她累计参与抢救

呼吸危重症患者近千例，带领科室大幅
提升急性呼吸衰竭救治成功率。

对患者，她追求“琐碎到极致”的关
怀：要求团队对慢阻肺患者 100%电话
随访。“老年患者像‘老小孩’，要看着他
们当面吸药才放心。”这一坚持让科室
连续三年实现医疗差错零发生，患者满
意度超90%。她大胆引进经鼻高流量湿

化氧疗技术，使急性呼吸衰竭患者插管
率下降40%；支气管镜下异物钳取术成
功率达100%，曾紧急取出鱼刺等异物，
解除患者窒息风险。

基层医疗的“播种人”

每周五下午，昌吉市北京南路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呼吸科诊室前，慢病患者

总会早早排队。自2005年王燕在此成立
工作室，许多慢阻肺老人经她规范治疗
后，年均住院次数从4次降至1次，医疗
支出大幅减少。

2019年起，王燕响应医共体帮扶工
作，以脱产驻点、巡回医疗等形式走遍
昌吉州 8 家基层医院。她推动基层慢阻
肺、哮喘等慢病管理水平提升，让百姓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减少外转就医
费用。她先后获评“医共体优秀服务医
生”“优秀帮扶医师”。

学科创新的“领航者”

2024 年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进修归来后，王燕牵头成立“中国
肺癌防治联盟昌吉分院肺结节诊治分
中心”，带领团队取得AI辅助肺结节评
估专家认证，推动昌吉地区肺癌早诊率
提升。

作为科室负责人，她带领团队扩建
支气管镜室、肺功能室，引进无痛支气
管镜、支气管激发试验等新技术，其中
支气管激发试验填补昌吉州空白，为慢
性咳嗽患者带来福音。她主导的“医共
体区域性肺功能规范化管理”项目，牵
头 8 家基层医院建立标准化流程，提升
呼吸慢病早筛率。

采访结束时已近中午，王燕又接到
基层医院的远程会诊请求。匆匆离去的
背影，恰如她常说的：“医生的价值，永
远在患者需要的地方。”

据新疆日报报道 目前，新疆
2024年秋粮收购工作基本完成。全疆
累计收购秋粮 886 万吨，收购量创历
史新高，收购进度较上年偏快。

据介绍，秋粮占新疆粮食产量
的 70%以上，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
的重中之重。收购工作从当年的 9
月中下旬持续至次年 5 月，收购作
物主要为玉米和稻谷。2024 年全疆
秋粮累计收购玉米 873 万吨，同比
增长 130 万吨；收购稻谷 13 万吨，与
上年基本持平，收购方式以市场化
收购为主。

2024 年，新疆粮食再获丰收，总
产首次迈上2300万吨台阶。其中，秋
粮产量较上年增长 14.9%，秋粮增产
对收购工作提出更高要求。2024年9
月全疆秋粮收购工作启动以来，自治
区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累计准
备900万吨仓容满足收购所需，农发
行新疆分行等金融机构及时发放贷
款，保障收购资金需求，各部门协调
联动，形成主体多元、购销踊跃、流通
顺畅的粮食市场良好局面。

近期，全疆2025年夏粮收购准备
工作已有序展开。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5 月
27 日至 29 日，昌吉州开展突发公共
事件舆论引导及新闻发布实训演练
培训，各县市、州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和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等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
主办、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旨在增强全州各级领导干部及
新闻宣传工作者在复杂多变的舆论
环境下的应对能力，提升舆情研判、
舆论引导、新闻发布的综合素养。

培训设置专题讲座、小组讨论、模
拟演练、模拟新闻发布会等实践环节，

培训讲师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社
会热点问题分析、舆论引导策略、新媒
体环境下的新闻发布等内容展开，增
强参训学员的舆情应对能力。

“我深切感受到，舆论武装是指
南针，实战演练就是磨刀石。”参训学
员、木垒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晓
琴说，“我将进一步发挥宣传部门传
递信息、舆论引导、凝聚共识的重要
职责，把所学内容应用到工作中去，
以事前预判与风险评估、闭环管理与
动态调整等方式构建全周期管理体
系，确保关键时刻说得出、说得准。”

本报讯 实习记者保娜报道：5
月29日，昌吉州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
提醒告诫会在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会议室召开，通过通报问题、落实责
任、普法宣传与行政指导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我州食用植物油行业规范健
康发展。

会议通报了全州食用植物油生产
环节存在的风险隐患及典型案例，深入
剖析行业突出问题，强化警示教育。会
上，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问题整改情况
及下一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等内容作

表态发言，并现场签订食品安全承诺
书。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科
负责人围绕食用植物油生产销售环节
开展普法宣传，提升企业合规意识；该
局相关负责人结合监管实际对生产者
作提醒告诫，强调要严守食品安全底
线，规范食用植物油生产行为。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生产安全
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韩佩剑表示，市场
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加
大抽检频次与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
行为“零容忍”。

5月27日清晨，吉木萨尔县庆阳
湖乡的“社情民意群”就活跃起来。几
张焊花四溅、工人忙碌作业的照片在
群里发出，庆阳湖乡人大代表、东庆
村村民陈贵良附上消息：“焊接泵井
安装进度正常，明天差不多就能完
工！”

2024 年，陈贵良入户走访时，多
次听到村民反映：村里山水加压池的
两台抽水泵出水量小、负荷过重，无
法满足附近1300亩农田的灌溉需求，
成了农业生产的“卡脖子”问题。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今年初，陈贵良在

“代表之家”活动中，提出了大伙儿的
需求，经过充分讨论和商议，这一情
况以“微实事”的建议逐级上报乡、县
人大，并很快被吉木萨尔县人大常委
会列入年度“微实事”项目库。

项目落地，陈贵良的心也跟着项
目跑了起来。找施工队，他货比三家；

施工期间，他每天早出晚归，紧盯清
淤、管道改造、新泵安装等每一道工
序，连泵房焊接的细微处都不放过。
最终，3.5万元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两
台动力强劲的新抽水泵顺利“上岗”。

“新泵一开，河水快速汇集加压，
水流哗哗地往田里送！”东庆村村主
任朱华国指着蓄水池解释，“过去浇
完这些地，得用20天，现在只要10到
12天，126户村民就能浇一轮。浇地周
期缩短近一半，电费也省了，最关键
的是，庄稼能及时‘喝上水’。”

看着收尾作业的工人，陈贵良黝
黑的脸上满是笑意：“作为人大代表，
参与项目全程推进，心里头特别有成
就感！等近期验收通过，正好赶上夏
灌高峰期，大伙肯定满意！”这份从民
意收集到项目落地的高效实践，正是
乡村治理中以“微实事”撬动“大民
生”的生动缩影。

王燕：呼吸之间守护生命防线
□本报记者 廖冬云

5月26日，王燕（右一）和同事讨论患者病情。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企业产能领先
带动就业超千人

新疆2024年秋粮收购量创历史新高

昌吉州开展舆论引导专题培训

增强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能力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昌吉州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提醒告诫会召开

进一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走基层 看民主

吉木萨尔县东庆村：

1300亩农田“喝上”夏灌水
□本报记者 岳文玲 通讯员 张鑫源

5月28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芨芨窝子村村民任月芝家的蔬菜大棚里，镇农
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技人员正在给她讲解大棚保温、防风等知识。近年来，二工
镇通过土地流转，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等多种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截至目前，该镇共建成温室蔬菜大棚124座。 □张德峰摄

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推进典范地州建设 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准东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