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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狄浩报
道：大地回春，农事渐起。今年，州农业
农村局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和群众增收创
收目标，早部署、早落实、早准备、早行
动，引导全州广大群众掀起备战春耕的
热潮，一幅幅“人勤春早”的田间美景图
正悄然展开。

2月17日，户外春寒料峭，走进昌吉
市佃坝镇土梁村的温室大棚内，一股夹
带着湿润气息的暖流扑面而来。苗床上
一行行蔬菜苗绽绿吐翠，生机勃勃，春意
盎然。种植户李刚在棚里忙活着，他一
边查看苗的长势，一边跟技术人员交流
沟通。

“我有两个大棚，共育苗2.3万株，品
种有辣椒、黄瓜、西红柿等。现在正是出
苗的黄金阶段，但是天气变化无常，我及
时调整棚内的温湿度、光照、水肥等，确
保种苗长势良好。”李刚告诉记者。

一粒好种子，一个好年景。温室大
棚里，一片樱桃番茄的种苗正在苗盘上
茁壮成长。这 1000 株樱桃番茄是李刚
去年从西安引进的新品种。“樱桃番茄经
济效益好，比西红柿的售价高出许多，我
对今年的增收前景充满希望。”李刚说。

李刚计划将1.3万株蔬菜苗出售给
土梁村村集体，剩下的自己种。“看这长
势，今年的收成肯定错不了。”他笑呵呵
地说，3月中旬会完成菜苗移栽工作，到

四五月份，黄瓜、西红柿就能上市，今
年育苗和种菜的收入预计近10万元。

昌吉市佃坝镇生产办主任刘晓利
介绍：“全镇有 846 座温室大棚，以黄
瓜、西红柿等‘春提早’蔬菜为主，年产
蔬菜 7000 余吨。种植户从培育幼苗
开始到蔬菜采收，我们全程参与其中，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指导等一条
龙服务，为昌吉市和周边县市供应优
质蔬菜。”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及早落实种
植计划，确保丰产丰收，我州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抓牢关键环节，组织各级技
术人员送服务进村、送技术到棚，提高
了设施蔬菜良种良法覆盖率和到位
率；积极宣传各项惠农政策，调度农业
经营主体的种植意向和农资准备情
况。今年，全州计划种植面积约 650
万亩，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190万亩。

“目前，冬小麦处在越冬后期，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做好冬小麦越冬返
青期苗情监测的同时，督促农户准备
冬小麦返青期田间管理。从整体看，
冬小麦冬前长势好于同期。”州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贾文明说。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贾文明介
绍，该局提前部署，组成联合调研组赴
各县市（园区）开展备耕指导工作，协
调调运储备化肥、农药、种子等各类春

耕所需物资，指导各地加大农机具调试
检修力度，积极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州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执法检查，确保农户们购买到放心农
资，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目前，我州农
资产品储备充足，市场价格稳定。

当前春耕生产暂未开始，正是开展
农机具检修和保养工作的大好时机。为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春耕备耕生产中的
主力军作用，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已
经提前开展农机具维修、保养、调试，确
保农机具以良好状态投入春耕生产，不
误农时、不误农事。全州各级农机执法
人员持续强化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开展
安全技术检验工作，今年一季度计划检
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6436台。

围绕春耕备耕工作，州农业农村局
积极开展各类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全
州7县市启动大培训大宣讲活动，让专
家给农作物“把脉开方”，为农户解决实
际困难。截至目前，开展线上线下专题
培训 300 余场次，参与培训的农业技术
专家、农技人员近 700 人次。贾文明表
示，我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深入
基层，及时了解农民生产需求，扎实开展
农业实用技术指导，帮助群众解决春耕
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做到政策入户、技术
到田、服务到家，确保全州春耕备耕工作
顺利有序进行。

本报讯 记者刘茜、马乾报道：2月
20日，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诺威施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
条条智能生产线全力运转，经过投料、出
成品、包装、上垛等一系列精细化流水操
作后，针状水溶肥冒着热气从传送带上
飞泻而下，一袋袋水溶肥产品在这里成
型打包，销往各地，唱响早春“生产之
歌”。

“作为全疆首个针状水溶肥项目，从
签约到落地投产，只用了 6 个月的时
间。该项目总投资 2 亿元，于 2022 年 6
月9日落户昌吉高新区，今年1月建成后
进行了多轮调试，2月9日正式投产。”新
疆诺威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何闯介绍，“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选址、建设、装修、设备进场、精准
调试、调运原料等工作实属不易，我们
为昌吉高新区的高效服务点赞。”

昌吉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工信科科
长赵仕锦介绍，昌吉高新区从规划、产
业、国土、环保等部门选派一批业务骨
干，把每一个签约项目落实到人头，提
供一站式、零距离、全天候服务，办结
时限缩短了近50%。

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忙时
节。这几天，新疆诺威施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针状水溶肥，
一包包肥料“走向”田畴沃野。“车间共
有两条智能配方肥生产线，年产量20

万吨，30多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生产订
单产品。今年已经有不少客商提前下
单，预购我们的针状水溶肥产品，现在装
车的这批肥料将运往库尔勒。”生产车间
主任刘帅告诉记者。

何闯介绍，针状肥是一种高效绿色
环保肥料，产品水溶性强，可满足滴灌、
喷灌、冲施、撒施、埋施等各种施肥方式，
且配方灵活，可满足现代农业测土配方
施肥需求。

为了确保疆内订单产品按时交付，
这段时间，企业马不停蹄加紧生产，日均
生产针状肥300吨，计划3月中旬前全部
交付到客户手中，为春耕生产打下坚实
基础。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孙学瑞报
道：2022年，昌吉州依托风光资源丰富、消
纳能力强的优势，紧抓“疆电外送”、新能源
电价补贴等机遇，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开发
利用，不断加大对风光电新能源领域的项
目投资。

昌吉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昌
吉州风光电新能源及相关投资项目31个，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33.9%，占工业投资的
20.6%，占全年总投资的12.3%。

从项目计划投资规模来看，达到亿元
以上项目21个。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1
个，十亿元到百亿元之间项目11个，亿元
到十亿元之间的项目9个。

从项目地域分布来看，吉木萨尔县、奇
台县、木垒县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风光电新能源及相关项目主要实施地，
共有27个项目，完成投资占全州风光电新
能源及相关项目投资 87.7%。其余县市、
园区项目有4个，完成投资占全州风光电
新能源及相关项目投资12.3%。

从项目投入资金情况来看，全年风光
电新能源及相关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同
比增长 61.2%。其中，国内贷款资金同比
增 长 64.2% ，企 业 自 筹 资 金 同 比 增 长
52.5%。

本报讯 记者刘辉报道：2月22日下
午，昌吉州2023年教育工作会议暨语言文
字工作会议举行。昌吉州党委副书记、教
育工委书记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自治
区2023年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并就昌吉州
2023年教育重点工作作了说明。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州教育系
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党
中央关于教育的新定位新部署新要求，深
入推进事关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性、长远性工作，围绕重点任务，完善机制
细化措施，凝聚各方合力，补齐短板和不
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强调，要聚焦党建统领，切实加强
教育系统党的建设；聚焦落实总目标，坚决
守住教育领域风险防范的底线；聚焦培根
铸魂，加强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聚焦教育公平，持续深化教育改
革，推动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聚焦产教融
合，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聚焦重点群体，全面提升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普及水平；聚
焦教师培养，加快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教
师队伍；聚焦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教育保障
水平；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定
信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不断
开创新时代昌吉州教育工作新局面，为全
力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
地州作出教育系统应有贡献。

昌吉州党委常委左拉·哈森出席会议。

昌吉州2023年教育工作会议暨

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举行

昌吉州新能源项目投资增长三成

春耕备耕忙 不负好时光

昌吉州全力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

新疆诺威施针状肥投向市场助农春耕备耕

近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西上
湖村养殖户刘德亮正在驴圈里添加
草料。刘德亮养殖80头驴，还在县
城经营驴奶店，每公斤驴奶售价80
元，年收入可达10万元。

近年来，北庭镇政府引导养殖
户进行特种养殖，引导养殖户规模
化、科学化养殖，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