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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兴，园区兴。新疆昌吉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
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在人
才政策制定、人才载体建设、人才生态优化
方面，精准发力、创新试验，努力打造一支
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近日，记者专访了昌吉农业园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其军。

“园区始终坚持党管人才，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党管人才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原
则，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和管服
务。”张其军介绍。

昌吉农高区前身是 2002 年设立的昌
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多年来，园区坚持
落实科技创新、试验示范、产业孵化、推广
应用四大任务，构建现代农业创新高地，打
造“丝路农科新区 绿色农业硅谷”。

园区始终坚持人才工作向中心聚焦、
向大局聚力，以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
聚才的良方，推动形成天下英才聚园区、万
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才发展环境，为当地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切实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做
到人才工作有规划、有部署、有督查、有考
核。实施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加强和改进
各类人才培养、管理和考核工作。加大“两
新组织”人才集聚力度，建立园区企业人才
工作站，将党管人才作为党组织融入企业
发展的切入点，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
展的竞争优势。

——创新工作机制，为引进的高端农
业科技人才量身打造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重点人才工作室，确保人才能
够引得来、干得好、留得住。目前，园区已
建成院士工作站2个、博士后工作站5个，
人才工作室4家。

——深化“放管服”改革。用好自治州
授予的183项行政权力，大力精简审批事
项、规范审批行为、优化服务供给，实行政

务公开、行政责任制和办事承诺制，为各类
人才提供创业管理、项目咨询等一站式服
务。

创新引才支持政策。园区对引进的各
类高端人才，制定特殊政策，从项目支持、
研发投入、物质奖励等方面给予重点倾
斜。其中，对现代农业前瞻性和共性技术
类项目，按照研发投入的20%-50%给予支
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采取

“一事一议”办法给予重点奖励。同时，为
高端农业科技人才在申报科研项目、提供
科研平台、配套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全方
位保障服务。先后与吴孔明、李德发、李付
广等院士专家开展深度合作，取得世界一
流和国内领先的现代农业科技成果150余
项。

高质量强化校企合作。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主导、院校参与的方式，与中国农
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农业大
学、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20家科研院
校建立紧密合作机制。实施自治区级以上
重大研发项目80余项，制定农业地方标准
65 项。面向全疆推广天空地一体化无人
智慧农场样板、水肥一体智能灌溉、肉羊

“两年三胎六羔”健康高效养殖等技术模
式。

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环境。建立重
点项目专家负责机制，推进以专家为负责
人的项目管理模式，赋予其技术路线决定
权、项目资金使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有
效整合项目资金、科研设备、人才力量等各
类资源。先后在棉花分子育种、特色作物
新品种选育示范、天空地一体化无人智慧
农场等重点项目实施专家负责制，平均节
约35%的项目时间和23%的项目经费。

园区聚焦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以求
贤若渴之心招引人才、以群贤毕至之力汇
聚人才、以礼贤下士之风服务人才，建强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呈现出人才生态持续好
转，智力引擎动能澎湃的良好局面。

优化人才环境。完善人才创新资金保
障机制，先后落实人才发展专项资金3000
余万元，为人才发展提供经费保障。合作
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每年财政配套 1000 万元科研经费给予支
持。

建立人才孵化基地。投资4亿元高标
准建成丝路科创中心，培育打造新疆农科
星创天地、“我可”大学生创客空间、丝路农
科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载体10家，
孵化中农智水等科技型企业36家，培训企
业技术人员3500余人次。

高标准建设科研平台。先后建成中国
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国家棉花产业
联盟、国家瓜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
级以上研发平台40个，吸引集聚罗锡文等
院士在内的高层次人才80余人、创新团队
70余个。

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机制。制定出
台支持成果转移转化等优惠政策，对成功
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人才，按照相
应交易额给予3%的补贴。建成全国农业
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西部分中心和国家
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西部分中心，
有效贯通衔接科研、推广转化和生产应用

“三大体系”。目前，丝路科创中心引进第
三方服务机构19家，转化科技成果114项，
涉及成果转化资金22亿元。

高水平举办人才论坛。高标准举（承）
办中国科学院——新疆科技合作洽谈会、
全国西甜瓜产业绿色发展研讨会、“一带一
路”生物技术协同创新高峰论坛、中巴棉花
创新国际研讨会等重大学术、人才交流活
动，展示新成果、新品种、新技术600多项，
达成合作协议500余项，吸引各类创新型
人才2200余人。

构建现代农业优质产业集群。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围绕强链补链延链主
动招揽人才，打造以优质棉培育为核心，以
现代种业、农副食品加工、涉农服务业为支
撑的“1+3”绿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目前，已聚集各类高新技术企业13家，园
区实现产值362亿元。

张其军表示，今后园区将抢抓昌吉农
高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打造立足昌吉、服务
新疆、面向西部、辐射中西亚的国际性农业
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为高质量
建设“农、科、高”的新园区汇聚磅礴力量。

12月11日，昌吉市花儿小镇花卉
市场，经营户在摆放花卉。

室外寒气逼人，花卉市场内却温
暖如春，一簇簇花朵竞相绽放，争奇斗
艳，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昌吉市花儿小镇花卉市场的所有
经营户已备足货源，等待广大市民选
购。经营户们期待着在元旦到来之
际，能如往年一样迎来花卉销售旺
季。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筑好人才“蓄水池”凝聚发展“源动力”
——访昌吉农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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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专访

本报讯 记者吴茜、通讯员
殷雪娟报道：“目前，冬小麦雪下
越冬情况良好，我们要注意雪的
厚度，积雪过厚时要及时破雪破
冰，预防冬小麦雪霉、雪腐病的发
生。”12月9日，昌吉市农业农村
局驻榆树沟镇四畦村“访惠聚”工
作队邀请该镇农业（畜牧业）发展
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吕桂荣在四
畦村开展技术指导。

今年，昌吉市冬小麦种植面积
达12.0127万亩，完成播种任务的
101%。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刘振芳介
绍，为确保小麦安全越冬，昌吉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围绕小
麦苗情、土壤墒情和天气情况进
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冬小麦田
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组成专家
小组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针
对不同苗情和墒情实施田管措
施，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基础。

本报讯 记者吴茜、通讯员
贾金艳报道：连日来，受冷空气影
响，阜康市气温下降明显。为应
对降温降雪天气，阜康市提前动
员部署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牲畜
越冬度春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目前已完成饲草料储备25万吨，
能够满足全市农牧区 35 万头
（只）牲畜安全越冬需求。

据介绍，今年阜康市按照畜
牧业发展需要，科学调整种植结
构，扩大可加工成饲草料的农作
物的种植面积。相关部门有序调
配打包机、运输车辆等在各村流
动作业，保障饲草料储备工作稳
步推进。

阜康市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农
技专家深入养殖户家中，宣传储
备饲草料的重要性和抗灾保畜、
减灾防灾、动物疫病防控等相关
知识。

今年以来，为促进农牧业增
产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阜康市
为农牧民贷款养殖给予一定的利
息补贴，并积极引导养殖户采用

“长草短喂、短草槽喂、粗草细喂、
细料精喂”饲养方式，减轻饲草料
储备压力，提高牲畜出栏率，实现
养殖户增收致富；组织畜牧技术
人员指导农牧民做好牲畜饲草料
搭配、疫病防治、棚圈维修加固等
工作。

阜康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
科干部陈飞介绍说：“目前全市牲
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已完成。
接下来，我们还将安排畜牧技术
人员深入乡村，开展接羔育幼技
术服务，确保牲畜成活率。”

阜康市全力保障

牲畜安全越冬

昌吉市加强田间

管理确保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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