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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看亮点

“一朵花”绽放白色产业
——我州棉花产业链日趋完善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狄浩

深秋，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十户村，
棉花朵朵赛白云，大型农机驰骋在广
袤棉田，雪白的棉花被采棉机“吸入”
体内，“诞下”打包成型的“金蛋蛋”，白
茫茫的田野被采棉机“剪裁”成了绿白
相间的绸缎。

这是五工台镇大泉村棉农肖佳乐
眼里最美的风景。“2020 年，我加入

‘优棉社区’平台，用的是‘联盟优棉’
推荐的优良品种中棉 113 号，种出来
的棉花品质好、产量高。今年，依托

‘联盟优棉’提供的‘种水药械肥、耕种
管收轧’种植方案，我种的 6200 亩棉
花平均亩产达到500公斤以上。”肖佳
乐说。

肖佳乐口中的“联盟优棉”指的是
新疆联盟优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这家公司是国家棉花产业联盟的
实体化运营机构和全产业链服务平
台。2022 年，该公司大力推行“一厂
一品”闭环运作模式，引导种植户、轧
花厂以及下游纺织企业加入“优棉社
区”平台，围绕种植端、加工端、供应商
端、金融机构搭建企业联合体，开启

“一朵花”从棉田到工厂再到生活的全
链溯源之旅。

新疆联盟优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宁涛介绍，“优棉社区”平
台记录棉花从种植到成衣的全产业链
关键节点信息，实现皮棉到籽棉的精
准对应，解决质量溯源问题。目前，该
平台全疆上线地块已达到177.7万亩，
注册户数1.18万户。

进入11月，全州棉花采摘作业已
接近尾声，新棉朵絮归仓。今年，我州
种植棉花224.8万亩，较去年增加13.8
万亩，预计平均每亩单产 430 公斤左
右，已形成以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

吉市和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为重点的棉花优势产区。

为提升棉花品质，我州建立健全州
域相同生态区域棉花主栽品种推荐清单
制，每个县市推荐主推品种控制在3个
以内，全州推荐主推品种控制在7个以
内。目前，共建立棉花优质高产示范区
6个。

“过去棉花丰收时人头攒动的场景
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一台采棉机就能完
成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便捷又高
效。”看着眼前丰收的场景，肖佳乐脸上
满是笑容。

肖佳乐自小在农村长大，谈起棉花
种植的变化滔滔不绝：“以前看父母种棉
花，他们从4月初就开始忙碌，一直忙到
11 月底才结束。到了丰收季，300 多亩
地要雇 20 多名拾花工忙碌两个多月。
现在，棉花机械化采收较传统的人工采
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每亩可节本增效
400元以上。”

如今，随着棉花种植科学化、机械化
水平不断提高，我州棉花种植实现全程
机械化，越来越多的科技赋能棉花种植
全程，导航播种、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
绿色防控等综合集成技术将农民从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朵朵棉花托起了棉农
的致富梦。

秋收过后，呼图壁县云龙棉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空地上堆起了一座座“棉
山”，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工人们在生产
线上有序作业，经过抽检、过磅、去皮、去
籽、打包等流程，“金蛋蛋”变成一个个滚
圆的棉包。

和往年不同，工人们将加工好的棉
花除了按质分垛堆放外，还在皮棉包装
上打印了“棉花质量追溯体系条形码”，
只要打开手机扫码，就能看到棉花种植
地块、采收日期、交售日期、加工日期、企
业名称等具体信息。

呼图壁县云龙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 10 个轧花厂，该公司副总经理李

春民介绍：“今年，我们与新疆联盟优
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建立
棉花质量追溯体系，统一棉花品种，
严把棉花收购、存放、加工各环节安
全质量关，确保加工出的每一批皮棉
能达到国家标准。预计今年我们公
司可收购 20 万吨籽棉，截至目前，已
收购 13 万吨，预计明年 1 月结束加
工。”

“轧花企业是打通优质棉产业链
上下游的关键环节，我们全力扶持符
合高品质棉加工标准的轧花企业推行

‘一厂一品’，实现单品、单种、单收、单
轧、单组批，并与下游实现订单销售。”
宁涛说，2022年，他们与丰汇棉业、云
龙棉业、喜丰棉业等轧花企业建立合
作，开展 CCIA 高品质棉花订单生产
与购销，目前已实现订单面积 100 万
亩，为下游提供优质皮棉 15 万吨，棉
花种植户通过优质优价亩均增收 40
元以上。

为促进棉花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
衔接，新疆联盟优棉科技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制定了 CCIA 全产业链“科
研—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纺
织”各环节的准入标准和培训机制，在
示范区优先形成产业上下游联动。
2022 年，该公司在昌吉州、兵团第七
师、阿克苏地区共创建 CCIA 生产基
地50.59万亩。

棉花是昌吉州的支柱产业和优势
产业，从一颗小小的棉花种子，到一朵
炸蕾吐絮的花朵，再到一根纤细如发
的棉纱，小棉花在庭州沃土绽放出白
色产业。目前，全州共有26家棉花加
工企业，今秋累计收购籽棉81.5万吨，
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
业，棉花全产业链日趋完善，棉花产业
成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因花而美，因花而富，一朵棉花激
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让庭州沃野满
园春色，棉与人将继续谱写新的故事。

这几天，公交恢复运营、商超门面
店恢复营业、小区扫场所码正常通行
……寒冬初至，人们踏着经济社会发
展秩序恢复的节奏，走出户外迎接温
暖的阳光。

本次疫情反复延宕，防控难度超
过以往，让我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
验。在疫情的冲击下，如何让群众生
活恢复正常，做好各行业人员就业工
作，让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复工复产、
增强信心，是牵动全社会神经的重要
课题。

昌吉州党委、政府把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疫情防控的首
要考量，本着坚持“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求，按照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全力以赴，让昌

吉州各个行业和整个社会逐步回归正常
的运转节奏。昌吉州正在建立与疫情防
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在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精细做好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分区域、分行业、有步骤地放
开社会流动，有序推动公共交通、上班通
勤、商超市场、快递物流等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亦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
济发展，两手都要硬，两战都必须赢。抓
好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统筹”，需要
我们争分夺秒，不躺平、不缺位、不耽搁。

当前，各县市、园区和各部门各单位
要把州党委、政府的部署落实到位，抓到
实处，一切从关乎各族群众就业和保障

民生的事抓起，一切从解决企业和工
商业户亟待办理的急难愁盼事抓起，
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
障，切实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暖人心、聚民心、
强信心。要勇于攻坚克难、善于化危
为机，把政策用足、用好，最大限度地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奋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
利”。

疫散终有时，发展不停步。我们
的疫情防控举措越来越科学、越来越
完善、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效，社会
各界要保持坚韧不拔的决心，决不能
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
弃。我们坚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齐心协力，胜利就在前方！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戴婷婷报道：
州金融部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我
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16.95亿元，同比增长
19.4%；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04.95亿元，同比
增长 8.8%。金融机构存贷比 82.2%，较 1-9
月回落2.4个百分点。

在各项存款中，住户存款余额1293.76亿
元，同比增长13.3%，较1-9月回落3.3个百分
点。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557.83亿元，同比
增长30.4%，较1-9月提高12.5个百分点。财
政性存款余额120.66亿元，同比增长1倍；机
关 团 体 存 款 余 额 25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8%。分县市看，除昌吉市外，其余六个县市
存款余额增速均高于全州平均水平，其中木
垒县和阜康市增速超过30%，分别达到76.3%
和49.5%。

在全部贷款中，住户贷款527.12亿元，同
比增长3.4%，较1-9月提高1.3个百分点。非
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1365.47亿元，同比
增长11.2%，较1-9月回落5.4个百分点。分
县市看，木垒县、吉木萨尔县、阜康市和昌吉
市贷款余额增速高于全州，分别增长28.6%、
17.4%、17.4%和9.0%。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员文瑾报
道：为有效应对疫情不利影响，州发改委坚决
贯彻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突出用好重大项
目建设服务保障专班工作机制，深入一线、摸
清堵点、建立台账、狠抓落实，全力推动项目
加快建设。累计梳理汇总重大项目问题清单
3批、具体问题121个，其中涉及物资调配问
题109个、人员流动问题12个，截至目前，已
累计办结68个、办结率62%。

在保障新能源项目推进方面，州发改委
针对35个涉及新能源项目人员、设备、机械
进场等堵点问题，落实每日调度、实时跟踪、
合力推进工作模式，加快协调解决。目前，
华电新疆昌吉州风光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
项目风机吊车、中节能吉木萨尔县 12 万千
瓦光伏项目光伏组件、立新吉木萨尔 10 万
千瓦光伏线上验收等24个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借助自治区统筹协调解决全疆重大项目
建设存在突出问题的工作契机，州发改委加
快建立地州间联络协调机制，安排专人对接、
每日跟进报告，共梳理需跨地州协调解决的
问题17个，已办结14个，推动奇台蓝山屯河
二期年产4.6万吨PTMEG、特变智能电缆产
业园建设、东方希望9万吨多晶硅等重大项
目保持平稳运转；搭建用工人员信息共享平
台，加快解决务工人员离州返乡问题，协调
16个项目318人留州务工。

州政府分管领导两次带队深入准东开
发区、木垒县、奇台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
昌吉高新区等地项目建设一线，现场了解蓝
山屯河10万吨BDO、其亚10万吨多晶硅、特
变10万吨多晶硅、协鑫20万吨工业硅、华电
木垒县80万千瓦风电、奇台江布拉克机场等
26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并针对企业反馈的相
关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州发改委安排专人全
程跟进协调，高频次对接、高效率协调，解决
潞安准东电厂、高新区维格瑞24万吨聚酯类
可生物降解树脂、昌吉州人民医院新区医院
建设、昌吉市供热保障提升等重大项目涉及
的30余个卡点问题。

1-10月我州金融机构存

贷款余额较快增长

州发改委强化重大项目

施工要素保障

疫散终有时 发展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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