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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好政策，还要有优质的服务做支撑。2022年以
来，昌吉州深化厅州会商、院地会商、兵地融合、科技援疆
等工作机制，先后与中科院新疆分院、福建省、山西省、自
治区科技厅等签署“十四五”科技合作战略协议和厅州会
商议定书，与石河子市、五家渠市建立会商工作机制，共
下科技“一盘棋”，奏响创新“大合唱”。

重构科技计划体系，强化资源统筹力度，启用“昌吉
州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专家智库服务平台）”，科
技项目申报管理实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为科研人员
减少工作量70%以上，释放了创新活力。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我州聚焦产业发展布局，着力
营造优质人才发展环境，持续完善科技人才战略布局，深

化引才、育才、用才全链条科技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我
州产业资源、区位优势与人才智力、技术优势深度融
合，赋能昌吉创新发展。在吸引人才方面，出台15条人
才引育政策，人才专项经费提高到 800 万元，以“引得
来，留得住”为工作着眼点，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全州建
成 1600 余套人才公寓，各乡镇村提供 400 余间周转房，
为引进人才免费提供“拎包入住”环境。在强化服务保
障方面，过去 10 年，州本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已由 300
万元提高至 7300 万元，提升了我州青年科技骨干人才
的竞争力。

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活
动，实现科普“三进”县市全覆盖。通过内引外联推进科

技资源科普化，建设玛纳斯县、奇台县、木垒县科技特色
产业分馆，建立区、州、县三级联动科普体系，加快州科技
馆升级改造，建设数字化科技馆，持续拓宽社会化大科普
服务平台，全年累计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15场次，
覆盖全州20万人次，在为全州各族群众送上科普盛宴的
同时，极大提升了全民科学素养。

跃马扬鞭自奋蹄，砥砺奋进正当时。全州正攻坚克
难、奋勇争先，以创新之变“通”转型之路、以科技之道

“育”发展之机，努力开创创新生态更优、创新平台更强、
创新人才更多、创新主体更具活力、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
紧密的新局面，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昌吉贡
献。

科技锻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科技锻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0222022年昌吉州科技创新工作综述年昌吉州科技创新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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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昌吉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聚合各方
创新资源，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
条具有昌吉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这是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创新环境不断优化的一年：
我州设立“两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财政科技投

入突破3亿元，全州科技研发投入达到14.14亿元，增幅
233%，创历史新高。

这是科技经济紧密融合、创新动力强劲的一年：全州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75 家，总量达 169 家，同比增长
42%，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拥有量达
3041项，研发人员达6460人，创新“因子”活力得到充分

释放。
这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的一年：从

“研发投入攻坚”到“揭榜挂帅克难”，从科技制定到落地再
到形成体系，一步步破立并举的“先手棋”正在让科技创新
这一“关键变量”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量”。我州两
位科技系统干部荣获全国科技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谋”与“动” ——高位擘画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我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科技工
作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创设一流创新制度，强化跨区域合
作，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坚持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为昌吉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注入不竭动
力。

不断强化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党政
一把手亲自抓创新，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创
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能，形成从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到重
大行动的统筹谋划，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创新。

以政策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昌吉州科
技创新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行动方案》等一揽子科技创新驱动政策，涵盖科技
创新主体、创新平台载体、科技人才引育、源头创新和成
果转化、资金投入、开放合作等关键内容，全力构建“1+
1+N”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领导战略。在全疆率先成立由党
政主要领导“双牵头”的创新驱动发展领导小组，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落实、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大科技”工作
格局，统筹推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创业载体搭
建、创新型企业培育等一揽子工作，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澎湃动力。
推动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不仅取决于机制建设，也取

决于创新创业配套体系是否完善。2022年以来，昌吉州
从项目申报、资金奖补和政策宣传等多个方面综合发力，
科技投入再创新高。

2022 年，我州设立“两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1 亿
元，财政科技投入 3.22 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达到14.14亿元、增长233.7%，R&D投入强
度 0.83%，高于自治区 0.49%的平均水平，居各地州首
位，科技创新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创新创业生态进一步
优化。

“点”与“面” ——登高铸剑 构筑科技创新战略支撑体系

2022年11月28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认定机构2022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公
示名单》，昌吉州75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数量创历年新
高。2022年，昌吉州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69家，位居全疆
前列。

我州在全疆率先启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行动，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政策的支持力度，建立了“政
府—企业—服务机构”三级联动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实现
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精准集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提供新动能。

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既发挥了科创平台的支撑作用，也发挥了企业的科技创

新主体作用，做到“点”与“面”协调联动、共同推进。
目前，全州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145

个（其中国家级28个），异地研发平台21个，成功吸引更
多科研机构和高端创新人才、项目等，显著提升了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

我州围绕重大产业攻关需求，引进高层次人才300
余人。10名院士、80名专家学者及30余名专家顾问团智
库成员来到昌吉，赋能科技创新发展。争取国家、自治区
科技项目201项，实施州级科技攻关项目11项，建成特变
电工、泰昆集团两个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一批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研发获得新突破。

持续深化“四方合作”。我州与6家高校、3家科研院
所建立合作机制，准东国家级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技

术专家服务基地成功获批，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落户昌吉。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联合启动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战略科
技平台建设。

围绕区域科技创新高地打造，推动以乌昌石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创新驱动发展试
验区为主要承载区，以三大国家级园区为重点，蹄疾而步
稳引领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区域创新高地打造工作
驶入快车道。

我州科技区域创新蓝图日渐清晰，创新高地拔节生
长，正引导科技创新人才的“双向奔赴”，推动科技成果向
重大应用场景的集聚，为我州构筑起强大的创新策源战
略支撑体系。

“时”与“势” ——“链”上起舞 为产业腾飞插上科技的翅膀

2022年4月，《国务院关于同意建设新疆昌吉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批复》公布，国务院同意将新疆
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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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疆获批的
首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昌吉农高区以棉花为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以优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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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等3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
业达13家，建成国家级、省市级科研平台40个。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昌吉州聚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
群，充分发挥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优势，
组织开展有效科研攻关，加快技术供给能力提升的同时，

狠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放大产业创新优势。

农业方面，“8+N”农业全产业链全面发展，八大重点
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470 亿元，新建酿酒葡萄种植基地
1.78万亩，优然牧业、现代牧业等建成投产，引进优质荷
斯坦奶牛8000头，引进数量全疆占比过半，九圣禾、天山
畜牧、呼图壁种牛场成功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现代农
业实现提档升级。

工业方面，加快构建“15+4”现代产业体系和23个县
域产业集群，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83家，净增规上企业
80家，数量稳居全疆首位。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多晶硅、
工业硅、化工新材料等先进工艺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数
字强基”工程深入实施，全疆唯一的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建成上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创建
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工业增加值占全州70%以
上，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增长极，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

服务业方面，商贸物流、电子商务、金融保险、休闲娱
乐等服务业集聚发展，新增2家A级物流企业，中疆物流
园创建为全疆首个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培育汇嘉时
代、天和广场等一批精品商圈，完成26个商贸中心、便民
商超改造提升工程，全州电商达1.4万余家，实现交易额
120亿元，增长10%，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

科技创新无处不在。从工地到车间，从实验室、研发中
心到工业企业、厂矿园区，推动我州优势特色产业“链”上起
舞，催生百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有力支撑我州在以科技创
新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稳步前行。

“加”与“减” ——多元赋能 拓宽科技创新服务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