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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春耕在即，位于
奇台县喇嘛湖梁工业园区的奇台县晋鑫阳光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鑫阳光”）生
产车间里机声隆隆，4条滴灌带生产线高速
运转，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为春播备耕做足
准备。

2月23日，记者在晋鑫阳光的生产车间
看到，一卷卷成品滴灌带堆放整齐，工人们娴
熟地完成加料、烘干、成型、冷却、牵引、收卷
等工序，用废旧滴灌带加工的塑料造粒生产
优质的滴灌带。

晋鑫阳光于2014年5月注册成立，2016
年启动农用地膜回收造粒项目，主要生产滴
灌带、农用地膜，具备年产塑料造粒6000吨、
年生产滴灌带3000吨的能力。2022年，该公
司加工塑料造粒2000吨，销售滴灌带40000
件，实现利润100万元。

奇台县晋鑫阳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建华介绍说：“我们每年在春秋两季生产，
生产期为7个月，其余时间回收废滴灌带、检
修机器设备。2月6日开工后，每天加工8吨
塑料造粒、生产140件滴灌带，可满足540亩
农田的滴灌带铺设需求。”

为满足春耕生产需求，晋鑫阳光提前备
足生产原料，科学调配人力，22名一线工人
24小时倒班生产作业，确保按时完成订单任
务。

记者留意到，工人们实时检查拌料机和
滴灌带成型机的运作情况，确保出厂的每一
米滴灌带都达到国家标准。王建华说：“在保
障生产进度的同时，我们安排专人严把质量
关，对每件滴灌带进行抽检，并将产品送至质
监部门进行检测，确保农户用上质优价廉的
放心农资。”

近年来，随着高新节水灌溉技术在奇台

县推广应用，晋鑫阳光加大滴灌带回收力度，每
年秋季都会从农户地里按亩回收破损滴灌带，
将这些破损滴灌带进行清洗、粉碎、熔炼、挤压
后，制作成塑料再生颗粒，重新与新料按比例混
合再加工，生产出新的滴灌带。

“回收循环利用废旧滴灌带，既减少了环境
污染，也大幅度降低了农户种地成本。去年，我
们上门回收废旧滴灌带6万亩，开展‘以旧换新’
活动，实现了废旧滴灌带再利用，保护了环境。”
王建华说。

作为奇台县本土企业，晋鑫阳光28名员
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周边村民，带动了当地群众
就近就业。63岁的奇台县西地镇桥子村村民

阿卜杜力力·赛杜拉是晋鑫阳光的老客户，
企业连续4年上门“以旧换新”，让他赞不
绝口。去年，阿卜杜力力·赛杜拉把家里的
23亩地交给儿子种植后，来到晋鑫阳光当
门卫，公司包吃包住，每月可收入4000元，
他对如今的生活很满意。

“目前，我们的产品90%销售到本地市场，
除了6万亩‘回头客’订单，今年春季预计可
签订近5万亩新订单，按照当前生产进度，可
在春播前完成所有订单，保障奇台县春耕春
播物资供应。”王建华表示，今年，他们将加大
滴灌带回收力度，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区州党委全会对
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了2023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导向、
重点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面临形势和使命任
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区州党委全会精神上来，
下真功夫把党中央和区、州党委的决策部署
落实好。”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刘
锡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
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发展机遇，
坚持优化存量与扩大增量相结合、特色发展
与集聚协同相结合、创新引领与循环发展相
结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高端延链
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谋划前瞻
产业，以州党委明确的功能区定位为主体，全
面落实《昌吉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
划》，加快构建和完善具有昌吉特色的‘15+4’
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
链条现代化、产业发展集群化’，将昌吉州打
造成新疆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刘锡鸿说，“力争到2025
年工业实力显著提升，工业生产总值突破5000
亿元大关、力争实现63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
突破1500亿元，新增工业投资4000亿元；产业结
构日趋优化，总体水平向中高端大幅迈进，前瞻
产业实现‘破零’，行业门类再添3类，规模以上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10%；集聚集群
规模壮大，形成千亿园区1个，百亿园区6个，五
十亿和十亿园区各1个，成功打造23个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争取列入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2个；主体活力持续迸发，企业发展后劲显
著增强，规上工业企业突破1000家，产值亿元以
上企业突破180家；绿色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
新平台突破百家，绿色制造技术普遍应用，绿色
制造示范项目突破80个；数字经济驱动领跑，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社会数字化的‘数字昌
吉’格局基本形成，数字驱动高质量发展领跑全
疆，建成自治区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区；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40%。”

2023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是大力推动工业强州建设、促进工业
经济整体向好的攻坚提升年，刘锡鸿表示，州工
业和信息化局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区、州党委全会
和区、州两会精神，在发展要求上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端化、绿

色化、智能化、集群化，努力实现工业经济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们将抓机遇、稳运行，巩固工业经济
回升向好态势，把好一季度‘风向标’，提速竞
跑、争先晋位，力拼工业增长首季‘开门稳’‘开
门红’，力争全年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0%；补短板、锻长板，打造昌吉特色优质
产业生态，聚焦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建设
要求，锚定重点链条、重点项目、重点集群、重
点园区，推进我州产业‘链式集群’发展；促转
型、提能级，推动高端化、绿色化竞争力再攀
升，聚力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坚持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多元发展、多点支撑，提升制造业
能级；挖潜能、扩增量，夯实工业经济价值创
造能力，打造优质培育梯队、提升惠企服务质
效，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挖掘潜力，夯
实工业强州关键支撑；求突破、上规模，壮大
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建强基础设施、实施‘创
新引智’、支持‘智改数转’、创建‘灯塔工厂’，
以产业数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发展壮大，加快

‘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昌吉州大数据运营管
理平台建设应用，加强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开
放和开发利用，增强‘数字政府’效能，大力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
力打造自治区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区，
为全力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
范地州作出贡献。”刘锡鸿说。

本报讯 通讯员陈军纪报
道：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提升昌吉州草原
生态保护建设能力，2 月 14 日
至17日，昌吉州林业和草原局
举办了一期草原业务能力综合
提升培训班，来自全州各县市
36 名草原工作人员参加了培
训。

培训班邀请自治区林业和
草原局草原管理处、自治区草
原总站、自治区蝗虫鼠害预测
预报防治中心站、新疆农业大
学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报
告解读、草原资源保护、草地资
源退化评价与调查、草原鼠虫
害生物防治技术、草原资源监
管平台信息填报等内容对参训
学员进行了培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是
立足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
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
新要求。

近年来，州林业和草原局
党组履职尽责，积极争取国家
草原保护重大项目，据统计，
2019 年至 2022 年，争取退牧
还草、生态修复重大工程项目
资金 20078.53 万元，有效提高
了我州草原保护的能力和水
平。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参
加此次培训，开阔了视野，学到
了知识，提升了能力，对进一步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信心更足了。

来自木垒县草原站的工作
人员吾拉孜说：“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我们做好林草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迫切需
要进一步增强本领，作为基层
工作者非常需要这样的培训。”

奇台县林草执法大队工
作人员达特表示：“三年疫情
对草原生态保护工作造成了
一定的不利影响，大家都感觉
时间不够用，同时也深感本领
恐慌，对做好新时代草原生态
保护工作底气不够足，此次培
训师资力量雄厚、水平高，对
于我们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太
及时了，希望这样的培训班以
后能多举办几期。”

此次培训在认真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
上，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
弱项，着力解决制约我州林草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加强队伍能力建设、提升
综合素质，促进我州草原生态
保护工作取得实效，为推进草
原生态保护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奠定基础。

2月23日，在奇台县晋鑫阳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生产滴灌带。
本报记者 王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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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昌吉州打造成新疆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访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刘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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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县：回收废旧滴灌带 节本增效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