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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新疆丝凯食品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丝凯食品”）生产厂长蒲
永宏忙个不停。2022 年 12 月 18 日，记者
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
称“昌吉高新区”）见到他时，他刚打完几通
电话。春节临近，一堆事要忙。

丝凯食品主要生产加工沙棘汁、压片糖
果、天然植物色素等产品。记者按照规定，
穿上雪白的工作服，戴上蓝色的工作帽，套
上鞋套，仔细消毒，跟着蒲永宏走进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工人们熟练地操控着设备，

一袋袋沙棘汁产品在流水线上排列整齐，
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有序进行。

2022 年年初，受疫情影响，丝凯食
品一度面临货运不出去、原料送不进来
的难题。此外，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涨，公
司经营压力大。关键时刻，助企纾困政
策成了“及时雨”。

“2022年公司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56.91万元，实现了

‘轻装上阵’。”蒲永宏告诉记者，“受益于
各项政策支持，目前我们正加紧生产，不
仅订单有保障，供货、配送等也稳步恢
复，营销收入有望实现增长。”

2022年昌吉高新区积极落实“六税
两费”减半征收等政策，有缓有减还有

免，支持广大中小微企业渡难关、减负担、
增后劲。

“我们将加足马力，紧跟市场发展趋
势，在新产品研发上下足功夫，持续推出养
生食品和新疆特色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种
类，提升产品品质，凭借技术实力在市场竞
争中站稳脚跟。”蒲永宏说，税费支持增强
了企业的发展信心。

昌吉高新区出台《昌吉高新区关于进
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助企纾困力度若干
政策措施》，从促进市场主体复工复市、持
续推进减税降费等10个方面提出了18条
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积极协调各金融
机构，为园区116家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9.45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宋华敏、朱宪
果报道：近日，笔者从昌吉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
新区”）获悉，园区2022年执行招商
引 资 项 目 89 个 ，完 成 到 位 资 金
63.07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
107%，同比增长 24.4%。已签约落
地项目 90 个，项目总投资 278.1 亿
元，其中超亿元项目13个。

为进一步激发全园区招商引资
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昌吉
高新区成立招商引资项目统筹协调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招商
组，由高新区分管领导任组长，各分
管部门主要领导为组员，实行招商
引资首谈负责制、招商引资项目预
审制、招商引资工作统计督查考核
管理办法、招商引资项目工作流程
等相关制度，按照“一周一动态，一
月一通报，半年一排队，一年一考
核”的统计调度机制，督促招商引资
工作全员参与，全力以赴。

昌吉高新区围绕构建“15+4”
产业体系，重点实施“产业链招商”
专项行动，根据昌吉高新区管委会
印发的《昌吉国家高新区关于调整

“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打造千
亿产业园区工作专班的通知》文件
精神，成立特变电工科技城、蓝山屯
河科技城、铝基、硅基、碳基、储能、
氢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九个产
业链工作专班，并由各专班自行研
究制定各自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
主攻方向、突破区域、招商地图以及
具体的产业链链主项目名称、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等，提出重点攻坚的
区域及关联企业，采取“按图索骥”
办法，全力以赴抓好产业链招商工
作，确保取得实效，降低全链条运行
成本，增强昌吉高新区产业集聚能
力，实现上中下游产业链互相配套
的资源优化配置。近期，昌吉高新
区管委会拟召开专题会议对各专班
制定的子方案进行集体研究，共同
修改完善工作方案确保切实可行，
行之有效。

昌吉高新区整合自创区优惠政
策出台《昌吉高新区招商引资政策
黄金十条》《昌吉高新区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专项优惠政策》等政策措施，
大力加强对落地企业的扶持力度，
并与E投在线等招商服务平台开展
深入合作，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不
断提高招商引资信息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昌吉高新区持续优化

“容缺预审、并联审批”政策，大力推
行“拿地即开工”“办照即营业”，进
一步压缩工程项目审批和企业开办
时间。

昌吉高新区牢固树立“项目储
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理念，安排专人负责项目谋划工作，
已梳理2023年拟实施项目58个，计
划总投资200亿元。

他是医生，一盒银针、一袭白衣、一颗
仁心，是工作日常；

他是学科带头人，对专业技术精益求
精，带领团队不断提高疾病诊治水平。

他就是昌吉州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李政。今年 53 岁的他，既有细致谦
和的专家态度，又有睿智果敢的管理者风
姿。

从医三十载，李政怀揣悬壶济世之梦
想，在临床中精益求精、不畏挑战；治学上
勤于钻研、敢为人先；科研时守正创新、启
古纳今，用心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

医者仁心 倾情服务患者

每周三早晨 10 时，李政都会来到医
院，坐进自己的诊室，来自全州各地的患者
已在门外排队候诊。

曾有一位病人因腰部疼痛伴活动受限
10 年，入院时整夜不能入睡，口服常规止
痛药已无法止痛。李政辩证使用火针局部
取穴、循经取穴治疗之后，当天就见效了。
一周后，她给李政送来了一面写有“银针凭
妙手 丹心解沉疴”的锦旗。

30年来，李政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
了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上，用心用情为患
者解除病痛。2016年底，李政担任昌吉州
中医医院副院长，工作更加忙碌。作为业
务副院长，他规范全院各项诊疗规范及技
术操作规程，发挥中医特色优势，在医疗、
科研、教学、重点专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优
异成绩。

三十载从医路，洒满了辛勤汗水，也收
获着累累硕果。除去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昌吉分中心主任、中央组织部

“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自治区科协“院士工
作站”负责人、新疆针灸医学会副会长、新
疆整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昌吉州优秀

专业技术人才等诸多光环，李政最重视
的，是医生这个身份。

以真修为，以勤修术。在繁忙的行
政、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之余，李政坚持
坐诊，以一颗感恩的心为患者服务，以仁
心仁术得到患者认可。

孜孜不倦 重技术强学术

李政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 30 年
来，始终躬耕一线，先后在福建省、广东
省、天津市各大医院进修学习，师承国医
大师石学敏院士，学习中风脑病治疗。
他先后引进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应用于
临床，并努力钻研专业技术，开展推广各
种中医特色疗法，使全院诊疗水平不断
提高。

前不久，李政入选2022年自治区级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
名单，昌吉州仅此一人。

作为国家级重点针灸专科学科带头
人，李政以理论创新、融贯中西。他从古
典医籍里汲取营养，在现代科技中寻求
灵感，将岐黄之术和现代医学融会贯通，
规范治疗方案和医疗行为，突出中医临
床疗效。由他领衔的昌吉州中医医院针
灸科成为国家重点专科，学科实力持续
提升。

30年来，李政重技术强学术。由他
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地州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2项。工作之余，他将自己积
累的经验撰写成论文，在省部级以上期
刊发表论文20余篇，整理出版专业书籍
2本。

李政信仰如炬，理想如帜，用奋斗破
题，以实干作答。三十载风雨行医路，他
多次带领学生深入周边地区医院指导临
床工作和学科建设，开展义诊活动。
2022年7月，州党委任命李政为昌吉州科
协副主席（兼职），组织全州卫生医疗系
统专家“走基层、下农村”开展义诊咨询、
健康讲座、技术推广、培养人才等活动。

爱洒木垒 真情为民办实事

2018年7月，李政任昌吉州中医医院
驻木垒县大石头乡阿克达拉村第一书记、

“访惠聚”工作队队长。
阿克达拉村是牧民定居新村。在派出

单位的支持下，李政制定了《昌吉州中医医
院实施精准扶贫医疗救助工作方案》，设立
大病救助基金50万元，让贫困牧民能够看
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村民阿尼瓦尔汗患有双侧股骨头坏
死，只能靠轮椅代步，为了治病家中负债累
累。工作队专门为他制定了“手术救治+
生活救助”帮扶方案，先后两次带他到昌吉
州中医医院实施两侧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
手术，还安排骨科医生与他结对认亲，为其
进行日常康复护理。如今，阿尼瓦尔汗已
能正常行走。

在阿克达拉村驻村三年，李政带着工
作队为村里建成高标准卫生室，共实施大
病救助12人，减免手术费用25万元，为村
民争取慢性病补助 6 万元；在全县义诊
5500 余人次，免费发放药品、捐赠医疗设
备，总价值达6.5万元，惠及群众近万人次。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李政被木垒县县委任
命为木垒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长、
医疗专家组组长。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制
定了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应急预案、发热门
诊就诊流程和消毒技术方案、中药协定处
方等，为医疗救治和医务人员防护提供了
技术保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李政的带领
下，工作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昌吉州“访惠
聚”驻村工作先进集体，他个人连续三年被
评为自治区“访惠聚”驻村工作先进个人。

2021年初，李政圆满完成“访惠聚”工
作任务回到昌吉州中医医院。“我将坚持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中医药这块医学
瑰宝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在服务健康昌吉
建设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李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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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人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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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超亿元项目

李政：躬身杏林 情笃为民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边琳

政策“及时雨”助企纾困“减包袱”
本报记者 刘茜 常昊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