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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鹤、通讯员刘
鑫承报道：近日，位于呼图壁县工业
园区的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3条生产线正在进行试生产前的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该企业属于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国家认定实验室 CNAS，
是呼图壁县加快经济发展、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呼图壁县在项目报批、基础
设施建设、优惠政策解读等方面为
我们提供便利、贴心服务，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为公司早日投产赢
得了宝贵时间。”提到呼图壁县的
营商环境，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利恒赞不绝
口。他介绍说，目前，公司正在进
行设备阶段性调试，预计本月底试
投产，届时将带动更多群众就业。
此外，企业尾气锅炉每小时产生的
50 吨蒸汽可供园区精细化工企业
使用，进一步提高能源综合利用
效率。

据了解，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拥有 6 条生产线，主要生
产新型碳材料、新材料，预计每年产
能在10吨，产值20亿元以上，可带
动当地200余人就业。

“我们指导协助企业做好落
地前公司注册、立项、环评、安评、
用地规划、基础设施接入等服务，
确保招商引资项目‘进得来、留得
住、见效快’。”呼图壁县工业园区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建设生态环
境局局长陈建黎说，呼图壁县工
业园区入驻企业多为化工企业，
这里聚集了 134 家企业 6000 余名
职工。

围绕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
昌吉州“15+4”现代产业体系，呼图
壁县在企业开办、信贷支持、政策
解读、法律服务等方面，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人才培训服务等，
激发各市场主体和疆内外企业投
资的积极性。

近年来，呼图壁县不断强化
“店小二”精神和“服务员”意识，坚
定不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拓展延
伸“网上办”“掌上办”“一网通办”

“最多跑一次”等服务模式，加快推
进智慧园区和“5G+工业互联网”
试点应用建设，形成线上线下同频
共振新模式，畅通企业利益诉求表
达渠道，积极帮助企业破堵点、解
难题；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化服
务+企业+会员”模式，成立工业园
区应急消防救援协会，为企业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发放宣传单、定期
举办座谈会、派专人入企驻企，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帮助企业更好了
解政策、研究政策、用好政策；经常
性举办各类企业产品推介会，帮助
企业开拓销售市场。

“接下来，我们将以经营主体
和企业需求为导向，落实部门重要
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与企业
沟通交流，加大工业园区配套设施
建设投入，提高园区项目承载能
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保
障企业合法权益，提高企业投资积
极性，真正把呼图壁县建成政策洼
地、服务高地和发财宝地。”陈建
黎说。

本报讯 记者刘茜、李东辉报道：眼下
正值春耕春播时节，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引
进无人驾驶智能农机系统，从过去的无人
驾驶1.0版本升级为2.0版本，探索智慧农
业发展新路径。

4 月 10 日，在昌吉农高区 3 万亩智慧
农业成果转化示范基地，一场无人化农机
现场演示会正在举行。只见一台无人驾驶
拖拉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展旋耕作业，自
主下田、自主规划路径、自主操作耙地机、
自动拐弯避障等一系列动作流畅自如，眼
前的土地变得松软又平整。

“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在普通拖拉机

的基础上，加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
驾驶智能农机系统，涵盖播、种、收各
个环节，可在持续冲击振动、扬尘大、
雨雪天气等复杂环境条件下稳定运行，
实现全昼夜无人化精准作业，作业精度
达到厘米级。该系统适配 20 余种农
具，实现多种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作
业，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精准
度。”北京中科原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韩威介绍。

昌吉农高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今年园区加大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
所合作，引入其旗下北京中科原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在3万亩智慧农业成果转

化示范基地开展全程无人作业智慧农机试
验示范工作。同时，积极整合智慧灌溉、全
程机械化、北斗导航、无人机植保等技术，
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今年，昌吉农高区依托智慧水肥一体
化管理平台、新疆现代农业云大数据中心、
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农机信息服务平
台、智慧水利平台五大智慧农业平台，运用
智能农机作业、智慧灌溉、水肥一体化、高
分辨率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装备，加大规
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和
专业种植管理服务，加快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

春风融融，沃野复苏。庭州大地，处处
透着春天的蓬勃生机。

奇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高标准农田
里机声隆隆，满载种子和化肥的播种机穿
梭于田地间，一粒粒希望的麦种随着播种
机上下翻动被播进地里。腰站子村1万亩
有机春小麦播种工作全面展开，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春小麦是3月26日开始播的，品
种是‘新春26’，全是机械化作业，1万亩有
机春小麦5天就播完了，等到4月底，这里
就是绿油油的一片了！”站在地头，望着播
种好的麦田，腰站子村村委会主任高龙心
里满是对丰收的憧憬。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
2009年，腰站子村成立奇台县丰裕农业服
务专业合作社，全村 443 户村民成为“股
民”，发展有机小麦产业。现在，合作社经
营土地规模发展到20万亩，获评国家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入选农业农村部第三批全
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

按照“党总支+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大力推行土地流转后，腰站子村的发展有
了起色。丰裕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先后成
立了新疆丰驿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丰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腰站子实
业集团，推出“腰站子”品牌有机面粉、手工
拉面等40余种绿色有机农产品，建成小麦
博物馆、乡村振兴实训基地、麦田公园、民
宿等，在全疆开办5家“腰站子”面馆连锁
经营门店，腰站子村成功创建为3A级景区

和州级“研学游”示范点。
腰站子村作为近年来昌吉州乡村产

业兴旺的重要写照，代表着庭州大地上
乡村产业正遍地开花。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做大做强
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发展现代乡村
服务业、培育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培育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近年来，昌吉州立足资源禀赋，紧紧
围绕自治区涉农领域四大产业集群总体
布局，深入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着力构建具有新
疆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
转型升级，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
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打造自治区优质农
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建设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

产业振兴，昌吉州先行一步。昌吉
州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制酱番
茄、酿酒葡萄生产基地，也是全国第二大
现代制种基地。2023年，昌吉州粮食面
积预计达到 353 万亩、棉花种植面积预
计达到180万亩、蔬菜面积预计达到20
万亩以上、酿酒葡萄面积稳定在 4.6 万
亩、制种面积预计达到80万亩以上、主
要牲畜饲养量预计达到750万头（只）。

三产融合方兴未艾，全产业链初具
规模。2023 年，昌吉州围绕自治区“八
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以棉花（棉纺
织）、葡萄及葡萄酒、肉牛肉羊、牛奶、现
代种业、粮食、猪禽、加工番茄等为主，鹰
嘴豆、红花等为辅的“8+N”农业全产业
链发展，实现粮油、棉花、有机果蔬、优质
畜牧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壮链，力争

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520亿元。
经营主体日趋壮大，创业创新热潮高

涨。昌吉州坚持把龙头企业作为产业发展
的着力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引
导和资金扶持，支持本土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吸引有实力的大型涉
农企业落户。2023年，预计全州州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85家，力争实
现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621亿元以上。

一个产业集群，就是一个活力源。昌吉
州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激发农牧
区市场活力，培育形成以天山面粉、仓麦园
等为龙头的粮食产业集群；以奥美医药、云
龙棉业等为龙头的棉花产业集群；以中粮屯
河、中信国安、华兴等为龙头的绿色有机果
蔬产业集群；以泰昆、天康、西域春等30多家
企业为龙头的优质畜牧产业集群。

产业兴旺领航乡村振兴，让农民和村
集体共享改革红利。2022年，昌吉州生产
总值2169.5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298.81亿
元，乡村创业创新日渐活跃，农业产业化经
营、休闲观光农业、农村电商等发展迅速。

昌吉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毛永强介绍：
“我们将持续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牧产业，
积极创建和大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
集群建设，不断培育和壮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平台、主导产业、经营主
体、三产融合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把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让农牧民的‘口袋’真正鼓起来。”

产业花开百姓富，美丽乡村处处景。
当下，走进乡村听到最多的是发展话题，看
到最多的是实干场景，产业兴旺正领航乡
村振兴，“强富美”的乡村愿景正一步步变
成现实。

呼图壁县：

主动靠前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昌吉农高区：

升级无人驾驶智能农机系统促农增收

打好“产业牌”谱好“振兴曲”
——昌吉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之四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关正翾

4 月 10 日，吉木萨尔县老台乡老
台村村民在“平安老台”平台积分超市
兑换奖品。

老台乡创新开发乡村治理微信小
程序“平安老台”，小程序设有联户之
家、平安超市、报事台、便民服务、乡村
发布等模块，按照清单精准化、积分在
线化、线上实时化生成、记录和奖励兑
换，将积分制、清单制、网格化融为一
体，有效激发村民自觉、自愿、常态化参
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目前，“平安老台”
注册人数达 1100 人，成功兑换积分
1300余分。

冯晓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