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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支撑体系

全力推动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
区建设，持续深化“四方合作”，打造三个国家级园区“区域科技创新高地”。突出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高新区蓝山屯河、特变电工科技城建设，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200家。新增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
达到150个。围绕“八大产业集群”，实施州级科技攻关项目20项，申报自治区级
以上重点科技项目 50 项。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带动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增长10%以上。

（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坚决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
亩左右，新增高标准农田25.5万亩。坚持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引领农业提质增效，
加快农业“8+N”全产业链重点链发展。推动建设粮油产业集群。稳步提升粮食
仓储加工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50万吨以上。建设优质畜产品产业
集群。主要牲畜饲养量达到750万头（只），奶牛存栏10万头以上。加快建设棉
花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稳定棉花种植面积，优质棉占比达85%以上。打造绿
色有机果蔬产业集群。标准化葡萄基地稳定在10万亩以上，建设蔬菜基地10万
亩。加快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培育州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家。实施乡
村建设五年行动，打造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22个。

（三）强力推动工业强基增效，提升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

聚焦“15+4”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延链补链拓链强链和集群化发展，新增规
上企业50家以上。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准东、
木垒2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设，加快华电木垒100万千瓦、国投奇台180
万千瓦等项目建设。加快发展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油气生产加
工产业集群。积极建设绿色矿业产业集群。实施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技
术改造项目30个，打造绿色制造项目20个，建设生物可降解材料、精密铸造等5
个特色产业园。

（四）促进服务业和消费复苏，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旅游产业提振复苏。
持续破解“三难一不畅”难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和研学旅游，力争接
待游客 36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2 亿元以上。推进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建
设。实施岐峰空港物流园等13个项目，培育完成A级以上物流企业4家，建成物
流示范园区1家以上。推动消费提质扩容。

（五）全力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用好专项建设基金和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快构建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将淖铁路、江布拉

克机场等项目建成投运，推动昌吉至五家渠公路改扩建等项目开工建设，完成
350公里农村公路建设。提升水利基础保障能力。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完
成老旧小区改造108个，新建保障性住房214套，实施城镇基础设施项目59个。
布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打造自治区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区，新建5G基
站1000个以上。

（六）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深度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
搭建商贸物流、进出口基地、会展服务、口岸窗口四大开放型平台，加快乌拉斯台
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州内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海外
仓。加快准东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创建，推动炬申陆路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大
招商”活动，通过以商招商、专项招商、委托招商，补齐建强产业链。

（七）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吉速办”品牌效应，扩大“一网通办”“跨省通办”覆
盖面，不断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健全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
管理机制，提升热线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农业农村
改革，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

（八）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美丽昌吉建设

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深入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硬措施，深化“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建成全
州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平台，实施农村清洁取暖改造4.5万户，完成177台65蒸吨
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整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持续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新增绿化造林3.38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35万亩。

（九）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

促进群众创业就业增收。完成城镇新增就业2.2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外出
务工13.6万人次以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新增学前教育学位2250个。
大力推进健康昌吉建设。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达
到95%，完成州儿童福利院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

（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争创全国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防范化解财政金融
风险。

（十一）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坚持忠诚为政。坚持依法行政。坚持实干兴政。坚持廉洁从政。

全州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1 重点工作：2

2022年精彩回眸

◆ 聚焦守正创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 聚焦依法治州，法治政府加快建设

◆ 聚焦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 聚焦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发展壮大

◆ 聚焦强基增效，投资拉动作用明显

◆ 聚焦改革和防范风险，发展动力更加强劲

◆ 聚焦内引外联，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 聚焦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稳中向好

◆ 聚焦人民至上，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 聚焦本质安全，安全形势整体平稳

◆ 聚焦使命担当，政府效能明显提升

2023年：奋力建设美好昌吉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主要是：受

疫情冲击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较大压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大气污染防治任务依

然艰巨；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的期盼仍有差距，服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自身建设仍需加强，

一些干部作风不实、能力不足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对此，我们将正视差距、直面问题，勇于担当、

恪尽职守，在实干中战胜困难，在创新中补齐短板，决不辜负全州各族人民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