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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时光镌下通往未来
的刻度。2022 年，昌吉人笃定实干，
奋力奔跑，把蓝图和目标变成现实，奋
斗的脚步永不停歇。

非常之年，当尽非常之力、担非常
之责、下非常之功。昌吉州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聚力构建多点支撑、
多业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全州多项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疆前列，“稳”的基
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明显增强，交
出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成绩单。

做优一产 为高质量发展“固基”
2022年9月24日，在玛纳斯县北五

岔镇沙窝道村万亩棉田里，4台大型采
棉机正在采收棉花，每隔30分钟采棉机
便“吐”出一个2.5吨重的大棉卷。

据介绍，一台采棉机平均每天可
采收700多亩棉花，相当于1000名工
人一天劳动量的总和。昌吉州是新疆
重要的优质棉生产基地之一。目前，
全州全程机械化优质棉基地面积达
200万亩以上，皮棉年产量超35万吨。

数据显示，2022年昌吉州第一产
业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第一产业增加
值一季度同比增长2.4%，上半年同比
增长6.4%，前三季度同比增长4.0%。

这几天，新疆昌农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车间生产正忙。“公司每年生产玉
米、小麦等农作物种子1.6万吨，带动
当地4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该公司
总经理张红芸说。

新疆的制种面积位居全国第二，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在昌吉州。这些
年，昌吉州种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每
年制种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年
产各类良种40万吨，产值30亿元。

2022 年昌吉州围绕农业主导产
业，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着力
推进延链、补链、壮链、优链，集中力量
打造棉花（棉纺织）、葡萄及葡萄酒、肉
牛肉羊、牛奶、现代种业、粮食、猪禽、
加工番茄八大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
以重点链建设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星雷介
绍，依托产业发展基础，昌吉州推动农
业产业实现从抓生产到抓链条、从抓
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的
转变，逐步形成集农业研发、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

等环节和主体有效衔接、耦合配套的农
业主导产业重点链，促进产业提升、产品
升级，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

目前，昌吉州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382 家，其中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172家。农产品种类达480余种，其
中绿色认证食品 209 个、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16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农产品35个。

做强工业 全力稳固经济“压舱石”
走进庭州大地，现代化生产线连续投

产，产业园区建设日新月异，一批批重大项
目火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

1月6日晚，在呼图壁县工业园区新
兴产业园，新疆共创亚通管业有限公司
PVC生产车间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忙着
生产。“作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先后获得高强度 PE 管材等 9 项实
用新型专利。这几天，车间正在赶制来
自伊犁等地的600多吨订单。”该公司总
经理吴席任说。

循道而行，事遂功成。翻开昌吉州
产业发展的“成绩单”，我们看到：2022
年1-11月，全州48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较 1-10
月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疆3.4个百
分点，企业数量位居全疆第一、增速位居
全疆第五。

笃行致远，唯实励新。高质量发展
根基在实体，支撑在产业，落点在一个个
具体项目上。

昌吉州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发
展之“稳”，从服务全局战略的高度谋划
招商、整合资源、建章立制。借助产业
链招商地图，紧盯目标企业、包装产业
项目、谋划专题活动，驻点攻坚产业链
招商。

2022 年昌吉州围绕补短板、锻长
板、扬优势，在改旧育新中推动工业经济
提档升级、扩量提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数据、曲线、画卷，共同勾勒出全州工
业经济高质量运行的轨迹，一起拓下庭州
谋划长远、实干争先的印记。2022年，一
朵朵产业之花开遍田野，工业发展硕果累
累，新兴产业茁壮成长，一幅现代产业体
系不断完善、产业不断迈向中高端的产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图景生机勃勃。

厚植沃土 高质量发展枝繁叶茂
2022 年 3 月 10 日，我州出台《昌吉

州优化营商环境二十条措施》，从构建高
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打造开放包容的市
场环境、提升资源要素保障的发展环境、

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强化尊商
重企的人文环境五个方面提出 20 条
意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企
业能力，聚力打造全疆最具吸引力的
区域投资新高地。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健康发展
的沃土。过去一年，从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到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从落实
减税降费举措，到“一企一策”纾困帮
扶……昌吉州政策叠加效应持续释放，
帮助市场主体迎难而上、共克时艰。截
至2022年11月底，全州共有市场主体
13.99万户，同比增长3.8%。

过去一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减弱三重考验，昌吉州顶住压力，
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市场呈现新气象。

新投资逆势而来——
2022年1-11月，全州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13.5%，增速高于全
疆9.1个百分点，居全疆第五位，成为
孕育强劲发展动力所在。

新项目接续开工——
冬季天气寒冷，产业园区项目施

工却热火朝天。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内，新疆诺威施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针状水溶肥项目建设正酣。作
为全疆首个针状水溶肥项目，项目仅
用6个月，便完成从破土动工到投产。

冬季不停工，是庭州各地抢时间、
拼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2022 年，昌吉州 522 个新开工项
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96.8%，拉动投
资总额增长29.9个百分点。

新动能不断涌现——
新年伊始，昌吉-古泉±11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吉
泉直流”）的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工
作。截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零时，吉
泉直流输送电量突破 600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4.91%，年内输送电量居全
国特高压工程首位，可满足全国14亿
人民18.6天的电能使用需求。

曾经“传统产业一柱擎天，结构单
一”的庭州老工业基地，新动能日趋强
劲。如今，一个个重大项目在这片沃
土竞相推进，一幅链条更强、基础更
实、质量更高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画卷，
正在庭州大地徐徐展开。

新岁维祺，万物咸亨。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昌吉州将以奋进之姿奔跑
在高质量发展的跑道上，汇聚一往无
前的磅礴力量，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
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马肃报道：为进一步强
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借鉴先进典型经验，提
升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2月3日，昌吉
州召开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全州790家煤
矿、危险化学品、非煤、工贸及建筑、交通、燃
气、民爆、消防等重点企业的2027名主要负
责人及安全生产相关人员通过腾讯视频会议
参会。

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从推
动智能化矿山建设、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
加强外委单位一体化管理方面作了经验交流，
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和新疆神火煤
电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分别从企业安全文化
建设和安全生产体系建设方面作了经验交流。

4家近年来发生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在调
度会上分别作表态发言，深刻剖析事故发生原
因和管理短板弱项，明确了整改方向。

各参会企业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充分借鉴先进企业安全管理经验，吸取事故单
位教训，结合自身企业实际补短板、强基础，努
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到实处。

自去年11月以来，昌吉州持续开展安全
管理经验分享和事故警示教育活动，目前，已
举办2场经验分享交流活动、1场主要负责人
履职培训活动，邀请州检察院参与开展事故
警示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推广和警
示教育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徐莹报道：为做好春运
期间民航、铁路专用频率无线电安全保障工
作，昌吉州无线电管理局结合当前工作安排
制定方案，扎实开展航空铁路安全运行无线
电频率保护专项行动。

近日，昌吉州无线电管理局组织技术人
员赴呼图壁县开展2023年春运期间民航、铁
路无线电专用频率保护工作。技术人员利用
固定站及监测设备，对铁路导航站进行了无
线电频率保护性监测。

本报讯 通讯员何昌旭报道：1月29日，
玛纳斯县北五岔镇凉州户村村民张淑云来到
村里的电力爱心超市，仔细挑选生活用品，通
过支付“惠农帮”App上的积分，完成了这次
购物。

这家电力爱心超市于今年 1 月建成投
运，是2022年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首批建
设的12家电力爱心超市之一。走进电力爱
心超市，生活用品区、粮油副食品区各类物品
一应俱全，超市所有商品都标有相应的兑换
分值。

国网玛纳斯县供电公司驻凉州户村“访惠
聚”工作队与村“两委”定期公示积分奖励情
况，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到积分获取和兑换活动
中来，通过“农户参与活动得积分、积分兑换超
市物品”的形式，实现超市与村民生产生活的
良性互动，激发村民参与各类活动的主动性。
截至目前，这家电力爱心超市已为21位村民兑
换了生活用品。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电力爱心超市积分
兑换活动推广力度，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
国网玛纳斯县供电公司驻凉州户村第一书记
李斌说。

1 月 22 日，呼图壁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辅警在西市
路检查来往车辆。

春节期间，呼图壁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辅警坚守工
作岗位，对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附近道路进行交通疏导，
严肃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的
出行环境。

马光元 摄

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
——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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