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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阳春三月，春
耕在即。3月13日，2023年昌吉州农资打
假“铁拳”行动启动仪式在新疆全优农资国
际种子交易市场举行。即日起，我州将在
全州范围内采取联合检查、监督抽查、投诉
举报、农资质量安全宣传等措施，开展为期
一年的农资打假“铁拳”行动。

此次行动主题为“打假护农保春耕，放
心农资振乡村”，旨在广泛宣传识假辨假维
权和科学使用农资知识，积极营造打假护
农保春耕、促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全面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启动仪式上，州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州
公安局、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供销社、各
县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和农资经营单位代
表，在“诚信经营承诺台”条幅上庄重地签
上自己的名字，公开承诺拒售假货，立信于
民，让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当日，相关部门还将日常执法检查没收
的假冒伪劣农资运往当地垃圾处理厂予以
集中、统一销毁，同时在启动仪式现场设置
农资辨假识假宣传区、优质农资展示区，专
业技术人员现场为农民群众普及农资识假
辨假常识，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服务。

据介绍，今年的农资打假“铁拳”行动
将聚焦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农膜
等农资产品，深入农资生产企业、农资经营
户，采取例行检查、突击抽查等多种方式，
检查企业资质、农资质量、购销台账等，严
厉打击危及农产品生产、破坏市场公平竞
争的农资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确保放心
农资下乡进村。

开展行动期间，全州农业农村、公安、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协同打击力度，详细
掌握农资生产企业和销售网点信息，对乡
镇农资市场零售商户、仓储物流等环节进
行重点抽查，强化从源头到田间全链条各
环节监管，对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查处，确保农资生产企业和销售网点

检查“两个全覆盖”。
今年，我州还将围绕农资打假保春耕

重点任务、重要时间节点，充分发挥舆论
监督和宣传导向作用，多渠道宣传农资打
假行动，提高广大群众参与农资打假工作
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切实保障春耕
期间农资供应质量，打赢春耕保卫战。

昌吉市农资商会会长陈军说：“农资
打假‘铁拳’行动的开展净化了农资市
场，为农业生产护航，维护了农民的合法
权益。作为商户，我要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坚守职业道德标准，做到产品明
码标价、货真价实，主动接受消费者、行
业协会、政府部门监督，用实际行动确保
优质农资供应。”

近年来，我州不断加大农资执法检
查力度，依法严格查处各类制售假冒伪
劣农资产品的违法行为，销毁假劣农资，
农资打假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2022
年，全州查办假劣农资案件156起，收缴
各类假劣农资2吨，罚款56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我州积极推动种业

行业自律，建立农资打假联席会议制度，充
分发挥信用管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
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守法自觉性。如州种业
产业联盟引导成员单位率先垂范不制售假
劣种子，州供销社引导农资经营门店承诺
拒绝出售假劣农资等。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执法办案主责主
业，强化执法工作统筹协调，形成‘源头管
控、综合治理、合力打击’的工作格局。”州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毛永强表示，州农业农
村局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
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宣传导向作用，多渠
道宣传农资打假行动，提高广大群众参与
农资打假工作的积极性。欢迎广大群众对
非法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
报，投诉举报电话：0994-2345170。

据悉，我州现有各类农资生产经营主
体 862 家、种子企业 72 家、肥料生产企业
22家、饲料生产企业24家、农药生产企业1
家、农资经营户660家、兽药经营户83家，
产品覆盖全疆各地，是北疆区域最大、最重
要的农资集散地。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通讯员郭鹏
飞报道：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公布了
2023年自治区引才引智示范基地认定名
单，昌吉州有4家企业上榜，分别是特变
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慧尔农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
有限公司以及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
司。

根据《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管理
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引进国外智力
成果示范推广基地暨引智成果示范单位
管理暂行办法》，将引才引智示范基地分

为“战略科技发展”“产业技术创新”“社会
与生态建设”“农业与乡村振兴”四大类，自
治区引才引智示范基地的认定旨在促进国
外智力成果在新疆转化和应用，提高新疆
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
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需求。获认定企业通过
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合作，引进
高端人才和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
等，提升了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昌吉州作为新疆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和工业强州，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

才队伍建设。近年来，昌吉州积极营造
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大对科技项目和人
才培养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开
展国际合作交流。2022 年，昌吉州获批
科技部国家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
4 项，自治区“二次引进”项目 5 项，通过
项目引进外国专家12人次，线上线下开
展指导 168 场次，培训各类人才超 1000
人次，并在先进制造业、节水灌溉、食品
加工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破解技
术难题 32 项，研发新产品 18 个，产生经
济效益超7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
讯员库西达尔报道：今年以来，木
垒县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党的建设融
入人大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充分
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提升代表
履职实效，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取
得良好成效。

为广泛收集民意、充分反映民
情，木垒县人大常委会采取“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万名代表进万家”与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
合，组织人大常委会全体干部、人大
代表深入走访，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所求，截至目前，共收集意见建
议36件，已推动办结29件。同时，
开通木垒县人大代表联络热线电
话，拓宽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渠道，截
至目前共收集代表意见建议15件。

为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木垒县人大常委会依
托“代表之家”组建马背宣传队、摩
托车小分队，组织全县 11 支宣讲
队、300 余名各级人大代表运用阿
肯弹唱、新疆曲子戏等灵活多样的
宣讲形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
群众身边。

为持续提高代表政治站位、理论
素养、法治理念、专业能力，今年以
来，木垒县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法》等法律法规，挖掘利
用线上线下丰富教学资源开展培训，
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专题培训8场
次，培训代表700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胡
芸芸报道：随着天气转暖，春耕备耕
工作有序展开。3月1日，在新疆慧
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慧尔集团”）昌吉工厂液体肥生
产车间，车间主任马宏友正带着工
人加紧对液体肥4条生产线做开机
前的全面检修和保养，为开机生产
做足准备。

在慧尔集团昌吉工厂研发实验
室，品控部主任宋海英正对今年计
划推出的一款聚谷氨酸0号液体肥，
进行测土配方推广应用技术测试。

为了加快聚谷氨酸液体肥及测
土配方技术在全疆推广应用，2022
年慧尔集团投入200万元科研经费，
用于4款聚谷氨酸液体肥产品的研
发升级和配方优化。目前这些产品
在土壤改良方面成效显著，取得减
少施肥量20%、节水30%、增效30%、
亩产增收5%至25%的良好效果。

“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需求，今年我们计划推出聚谷氨
酸0号液体肥产品。相比以前的产
品，聚谷氨酸 0 号液体肥养分更加
全面，能满足农作物前期的用肥需
求。目前已完成玉米、小麦、棉花等
农作物的肥效实验，计划 3 月下旬
投产。”宋海英告诉记者。

慧尔集团年产20万吨液体肥产
品，液体肥订单占公司总订单量的
70%至80%。近年来，慧尔集团凭借
不断提高创新研发能力，将聚谷氨酸
成熟地应用到肥料产品中，目前慧尔
系列水溶肥、液体肥产品中的聚谷氨
酸含量及比例远高于行业标准。

慧尔农业：液体肥新品

计划3月下旬投产

木垒县：党建引领助推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3年自治区引才引智示范基地认定名单公布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上榜

2023年昌吉州农资打假“铁拳”行动启动

3月13日，2023年昌吉州农资打假“铁拳”行动启动仪式现场，专业技术人员为群众
普及农资识假辨假常识，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服务。 本报记者 王薇 摄

3 月 10 日，吉木萨尔县北庭镇泉
水地村养殖户高志丽在自家羊圈查看
小羊羔的生长状况。目前，她家养殖
了86只羊，新产羊羔95只，预计明年
可增加到300只。

近年来，北庭镇人民政府加大草
料储备、疫病防治、科学饲养管理和接
羔育幼技术服务工作力度，帮助农牧
民群众通过发展畜牧养殖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