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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12月8日，在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圣
禾种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包装玉米
种子，完成销售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这里每
年向全国输送上万吨优质玉米种子。

“我们在全国已建立了 30 万亩稳定
制种基地，建成8条现代化种子加工生产
线，小麦、棉花、玉米的年成品种子加工能
力达 15 万吨以上，在全国率先实现玉米
种子生产全程机械化、加工全程自动化。”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雪飞
介绍。

九圣禾种业成立于 2003 年，是集玉
米、小麦、棉花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销
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今
年，九圣禾种业入选国家农作物种业（玉
米）补短板阵型企业名单。

“我们一直致力于优质种质资源的创
制与利用，培育出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
种。比如‘九圣禾D1508’，不断刷新新疆
单产纪录，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高雪飞
介绍，该公司坚持科企合作路线，与新疆农
科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
立长期稳定的科企合作关系，成立小麦、玉
米、棉花育种团队132个，为开展新品种选
育、新技术研究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

为加速品种选育，缩短培育时间，每年
10月底，九圣禾种业育种人员会带着千余
份小麦、棉花等品种的材料到海南进行扩
繁、选育。“我们非常重视在科研方面的投

入，每年用于研发方面的资金占公司总
收入的7%左右，先后有200多个品种通
过国家级和省级审定（鉴定），已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70多个，小麦、棉花等品种的
市场占有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高雪飞
说。

我州有20多年的制种历史，拥有农
作物种企 72 家，占全疆近 40%。今年，
昌吉州 1000 万元现代种业发展项目资
金的投入为深入实施现代种业工程打下
坚实基础，我州18家种企选育的60个主
要农作物品种通过国家和自治区审定，
占全疆31%。

近年来，我州加大与区内外高校和
科研院所在人才、种质资源、育种技术
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通过不断创新机
制、培育龙头、建强基地，致力于打造现
代种业强州，让越来越多的昌吉良种走
向全国。

今年，我州出台《昌吉州关于加快种
业创新发展 推进现代种业振兴的实施
意见》，启动编制《昌吉州现代种业发展
规划（2022—2025 年）》，落实农作物制
种面积 62.68 万亩，占全疆制种面积的
20%，种业发展呈现出基地做优、企业做
强、品牌做靓、产业做精的良好态势。

在常规育种的基础上，我州加强生
物育种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生物技术
应用，通过创新品种联合攻关机制、搭
建优质粮食生产基地等举措，不断提升
科研创新水平，培育更多优质、绿色、抗
逆性强且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农作物新
品种。

2022年，我州制种冬小麦平均单产
450公斤，试验示范区冬小麦单产800公
斤，最高单产达867.87公斤；制种春小麦平

均单产400公斤，试验示范区单产724公斤。
在制种基地建设中，我州推广“龙头企

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地”产业化联合
经营模式，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农民
承包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建设地块集中
连片、农企互联互助、投资收益稳定的现代
种业基地，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我州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新疆新瑞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与新疆农业科学院核技术生物
技术研究所联合选育的“核春 115”亩产
724.14公斤，刷新全国优质强筋春小麦高
产纪录。

昌吉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种子
执法科科长刘怀梅介绍，目前，我州基本
形成了“品种研发—良种繁育—生产经营
—配套服务”的完整良种产业链条，创新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服务体系进
一步优化，产业综合竞争力整体提升，“育
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发展体系初见雏
形。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推动现代种业发
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我
们将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立足农业优
先型功能定位，做大做强以小麦、棉花、玉
米制种为主导的现代种业，推行市场化竞
争性配置，将优质基地向‘育繁推一体化’
企业、骨干龙头企业集中，建设长期稳定高
质量的制种基地。”刘怀梅表示。

据统计，我州现有 4 个国家级玉米制
种基地、5个国家级区域性小麦、西甜瓜、
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全州制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上，年供种能力超过 21 万吨；
2010年至2022年，全州种子企业审定通过
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303个、登记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506个。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李
俊欢报道：上门送学、大喇叭宣讲、
青年读报员读报……连日来，吉木
萨尔县庆阳湖乡各级党组织积极筹
划，精心组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网络平台的作用，打造
出一支支活跃在群众身边的理论宣
讲队伍，开展了一场场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主题宣讲活动。

“开课了！开课了！今天我给大家
讲讲党的二十大报告里的热词……”近
日，在庆阳湖乡双河村新居民点，双
河村村委会主任梁明正通过村里的
大喇叭进行宣讲，“这几年，咱们村
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解决了发展
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明年我们要重
点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新建农机
大院和污水管网，还要对道路进行
修整。乡亲们，我们一起朝着建设
美丽双河村这个目标努力！”

庆阳湖乡充分发挥村组大喇叭
传播力强的优势，每天定时开播，通
过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送到每家每户。目
前，全乡运用大喇叭宣讲 13 场次，
受众人数达1000余人。

在庆阳湖乡大东沟村老党员扎
哈依·穷吉巴依家里，乡里的送学小
分队队员正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听完宣讲，我心里更亮堂了，对
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这些年来，村里发生了很多变
化，人畜饮用水有保障了，房屋修缮
好了，道路干净了，路灯点亮了，居
民区绿化了，乡村面貌大变样！”扎
哈依·穷吉巴依说。

为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做到学习宣传全覆盖，庆
阳湖乡成立了10支送学小分队，通
过开展“上门送学”宣讲活动，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第一时间传达给每一
位党员。针对部分老党员行动不便
等情况，组建“青年读报员”志愿者
服务队，为辖区老党员提供读报讲
解服务。目前，庆阳湖乡送学小分
队共走访老党员50余名，发放学习
资料160余份。

线下学习如火如荼，线上学习
也不放松。庆阳湖乡积极创新学习
形式，组织“青年说”理论宣讲小分
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传达到家家户户，传递党的

“好声音”。
为充分挖掘群众身边的鲜活事

例，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扩大受
众群体的覆盖面，庆阳湖乡还举办
了一期线上“青年说”·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活动，3 名青年干部进行
了“云上”宣讲，120 余名党员干部
在线学习。大家在聆听中、记录中、
思考中，加强了对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理解。

庆阳湖乡党委书记郭刚介绍，
全乡结合镇村实际增强宣讲力量、
持续创新宣讲方式，将党的二十大
精神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农户家
中，做到家喻户晓，让农牧民群众听
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通讯员潘发全
报道：进入冬季，能源需求持续增加，昌吉
州煤炭稳产保供迎峰度冬进入关键时期，
如何实现煤炭稳产保供与安全生产的“双
保障”？记者近日从昌吉州应急管理局获
悉，我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周
密安排部署，强化督导落实，全力做好煤炭
安全生产工作，为全力以赴做好煤炭增产
保供保驾护航，保障发电供热等重点领域
用煤需求，为我州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季度历来是煤炭生产旺季，也是
煤矿事故多发易发时段。昌吉州立足煤
炭安全生产底线，建立煤矿包保责任制，
由州、县两级人民政府和管委会领导、监
管部门对全州 60 处煤矿进行全面包保，
及时掌握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今年以来，全州煤矿未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
定。

虽然整体形势稳定，但仍有一定风
险与问题。据了解，我州煤炭资源富集，
尤其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露天煤矿为
主要产煤区，随着露天矿山开采深度的
增加，爆破风险、装运等作业过程中的机
械损伤风险以及边坡失稳滑坡等风险增
加，安全管理难度和事故风险不断上
升。当前，随着用电、供热等用煤需求增
加，加之经济逐步恢复，煤炭保供压力进
一步加大，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

昌吉州为做好安全生产和煤炭稳
产保供工作，建立驻矿安全监管管理
制度，对 8 处风险较高、管理难度较大
的井工煤矿开展驻矿监管，同时严格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研究制定煤矿安
全风险研判工作制度，施行企业自查

分析、企业审核把关、部门逐级研判，精
准规范执法，每日通过煤矿监测监控平
台对井工煤矿 381 个视频点位、684 个瓦
斯监测点位进行动态监看、监测，并为企
业提供专业服务，定期邀请专业化服务
机构对煤矿开展安全生产第三方外部审
核和“专家会诊”，切实做好煤矿重大风
险防控和灾害治理工作。

煤炭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定海神
针”，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在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同时，须保障
能源供应。目前，随着冬季用电供热需求
激增，煤炭供应处于紧平衡状态，能源迎
峰度冬已迫在眉睫。今年以来，昌吉州高
效统筹好生产和安全，积极做好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为煤炭稳产保供打好基础，各
煤炭企业克服天气、疫情等多重不利因素
影响，确保州内煤炭日均产量始终保持在
55万吨。

全州年供种能力超过21万吨

昌吉州60个主要农作物品种通过国家和自治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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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湖乡：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声入人心”

我州全力以赴夯实煤炭稳产保供安全基础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