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要闻
2023年2月16日 星期四编辑：海映雯 版式：高志峰 校对：杜燕蓁 监审：郑丽媛

举目苍穹，是醉人的“庭州蓝”；俯瞰大
地，是怡人的“生态绿”；远眺河湖，是迷人
的“自然碧”。2022年，生态文明建设不断
扮靓着庭州大地。

一年来，昌吉州紧扣“厚植高质量发展
生态底色”目标，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
手，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
风险重点工作，深度融入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坚持“全生态”治理，统筹“治
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化推进，全方位
筑牢生态屏障，生机勃发、绿意盎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昌吉画卷徐徐展开。

治理

让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放好无人机、背上摄影包，向着天山天
池景区出发。这是阜康市摄影师巴克达吾
列提·特列吾巴依的“日常”，他差不多每周
都要去景区拍摄。

这些年，天山天池景区通过实施天然
林保护、森林抚育、禁牧、地质灾害治理、森
林病虫害防治等一批生态环保项目，生态
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

绿水青山背后是不懈的努力。昌吉州
坚持“增绿、提质、创新”三位一体，以科技
创新为支撑，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生态修复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2022 年，昌吉州坚持精准治污，治气
方面，紧盯燃煤污染，持续推动“乌昌石”区
域大气污染同防同治，成功入选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农村清洁能
源改造，推进“乌昌石”区域三年任务两年
完成，投资21.59亿元改造4.44万户，淘汰
6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307台，削减二氧化
碳124.6万吨。自治区空气质量考核目标
全面完成，昌吉市 PM2.5、PM10平均浓度分
别下降2%、3.6%，空气优良率达到75.3%。
四年来首次实现空气质量六项污染物指标
均同比改善。

治水方面，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加强

重点流域污染治理，严守“三条红线”，完
成18个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州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主要河流水质优良率
达100%，中水利用率达55%。昌吉市头
屯河成功入选自治区美丽河湖评选。

治土方面，危险废物三年专项整治
持续开展，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覆盖率达 90%以上。全面落实林长
制，持续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
林3.22万亩，封沙育林2.6万亩，草原生
态修复治理81万亩。

保护

让生活空间舒适宜居

1月16日，远处的芦苇丛中鸟儿鸣
叫，天空中不时掠过鸟儿翩飞的身影。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管护队队长
刘永军脚步匆匆，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要
下雪，他要做好给野生动物投食的准备。

2010年10月，刘永军来到玛纳斯湿
地工作。12年来，湿地的生态环境大变
样，不变的是湿地守护者的责任和坚
守。“刚到这里工作时，有些地方都沙化
了。”刘永军回忆。湿地公园自建成以
来，加大保护修复力度，采取退耕还湿、
退塘还湿、引水增湿等措施，湿地面积不
断扩大，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翻开2022年庭州生态篇，昌吉州建
成以737套在线监测设备、18套空气自
动监测站、3台高空瞭望、385台监测微
站为一体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形成周
（专）报95期，向县市、园区预警并提出
应对建议 150 次，精准治污能力显著提
升。督促545家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与
自治区污染源数据管理及信息共享平台
联网，联网率达 99.45%，自行监测完成
率、公布率均为95.84%。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建立与州直有关
部门“政策指导、定期调度、互通信息”机
制，探索“执法+生态损害赔偿”联动模
式。2022 年依法有序启动办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23件，办结8件，有效破
解“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的困
局，“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正逐步成为社
会共识。大力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系列活动，指导打造玛纳斯县塔西河
生态馆、清水河生态馆等，全州关心环
境参与环保的行动更加自觉。目前，全

州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1%，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发展

让生产空间绿色高效

打开昌吉版图，水墨长卷中，林深树
茂，山林相融，云烟掩映村舍……

走进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一带
疏林隐隐“挑”出酒旗，农家乐一家挨着一
家。山坡中心村南接天山天池景区，北连
阜康市区，近年来，该村先后投资2000 余
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暖气管网、村庄绿化
亮化、环境卫生整治等建设项目，植树增
绿、打造千亩花海，建成阜康市第一家村
级游客服务中心——山坡中心村游客服
务中心，极大提升了游客承载能力。村民
开办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全村有超过四分
之一的村民从事旅游服务业，旅游收入不
菲。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质量的增
长点。昌吉州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
展模式，多渠道打造特色产业，将绿色低碳
发展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在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
间，一桶桶洗洁精经过自动灌装、外包装处
理后被依次打包成箱，运往储存区。作为
一家研发、生产、销售无磷液体洗涤剂产品
的企业，近年来该公司通过引进智能化生
产设备、采用新原料、新工艺等方式，积极
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公司计划实施一系列节水节能和降
低工业废物处理综合利用成本的项目，
2022 年企业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等税费优
惠73.65万元，有了资金支持，废水处理、废
料回收利用等项目改造顺利完成，算下来
每年可以节约7万多度电，省下成本近百
万元。”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王卓奇说。

立足绿色发展新领域，2022年昌吉州
创新举措不断加码，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选取首批21家综合能耗超过万吨标煤的
重点用能企业，在全疆率先试点建设碳账
户，精准核算企业碳排放数据，科学制定碳
排放强度评价标准，配套财税、金融、产业
等差异化支持政策，以此撬动工业企业转
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一系列举措为昌
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底气、
更多的绿意。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
华敏报道：2月9日，科技部火炬中心
公示了 2022 年创新型产业集群名
单，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创新
型产业集群”榜上有名，成为2022年
度新疆唯一获得科技部火炬中心公
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也是昌吉州获
批的首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

昌吉高新区“智能电力控制设
备及电缆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汇
聚了特变电工、索科斯、齐鲁阳谷等
龙头骨干企业39家，其中高新技术
企业7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4家，形成了
以智能电网关键零部件、电工装备、
超导电缆、工业物联网、智能化远程
运维、电力新材料等为主的输变电
高端智能装备制造全产业体系。

2022 年，昌吉高新区在落实
区、州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基础上，出
台了《昌吉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支持政策》，为企业争取和
兑现各级科技奖补资金 1532 万余
元，立项各级科技创新项目 29 项。
2023 年，昌吉高新区最新发布了

《昌吉高新区招商引资政策黄金十
条》和为该创新型产业集群量身打
造的《昌吉高新区装备制造产业招
商引资专项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
导、精准培训、项目支持等多种方式
部署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等多链
协同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程
勇报道：“现在我们不用再为吃水问
题头疼了。”2月10日，呼图壁县雀
尔沟镇南山牧村村民呼尔曼一边给
牛犊添加饲料，一边聊起了喝上

“安全水”的喜事。
吃水问题的解决，源于呼图壁

县人大代表保拉提·托烈吾提去年
提出的一条建议。2022年初，在呼
图壁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对呼
图壁县雀尔沟镇南山牧村、独山子
村饮水管网进行改造的建议》，呼
图壁县人大常委会将此列为年度
重点督办代表建议。雀尔沟镇政
府及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南山牧
村、独山子村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
造工程于 2022 年 4 月 5 日开工，6
月 13 日完工，两个村子 1000 余户
村民喝上了“安全水”。

呼图壁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
会将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作为积
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
径。按照“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
量”和“既要重结果、也要重过程”
的要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
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代表建议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据悉，2022年呼图壁县政府各
部门承办的各级代表建议 114 件，
全部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办理完毕，
办结率、满意率均达到100%。

1 月 30 日，园林绿化工人在呼图
壁县忠孝公园的花卉大棚里为花苗浇
水。

近年来，呼图壁县利用闲置大棚，
组织园林绿化工人对城市美化所需花
卉进行育苗。目前，已育苗一串红、牵
牛花和千日红等各类花卉10万余株。

陶维明 摄

昌吉高新区一创新型产

业集群入选“国家队”

人大代表好建议

村民喝上“安全水”

山川秀丽 底色更亮
——生态昌吉好风光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郑俊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