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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4月20日上午，
昌吉市举行2023 年公共租赁住房摇号分配
仪式，137 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如愿分
到保障性住房。

参与此次摇号的是 2023 年新纳入保障
或者已填报意向书的保障家庭，包括低保、低
收入、住房困难、残疾人家庭和新就业大学生
等共137户。分两批次分配，这批公租房集
中在昌吉市15个小区共有137套，每户面积
在40平方米至60平方米。

昌吉市房地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办负责牵
头组织实施此次分配活动，整个过程邀请市
民政局、信访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各街道乡镇代表及媒体等现场监督，保证
分配结果公平公正公开。

分配仪式结束后，25 岁的古丽则热·艾
力在公示栏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2021 年
大学毕业后，古丽则热·艾力便从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来昌吉市就业，为了租到价格合适
的房子，她四处寻找却难如愿。昌吉市绿洲
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住房工作的干部郭爱玲了
解到古丽则热·艾力的情况后，立即联系了昌
吉市房地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办相关负责人，
帮助其申请了公租房。

昌吉市房地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办副主任
骆绪虎介绍，本次分配按照“基本保障、程序
公正、公平分配、轮候优先”原则，将新就业大
学生、新就业市民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对现有
住房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保。接下来，昌吉
市房地产管理局住房保障办将坚决扛起工作
职责，树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持续增强
住房保障能力，让更多困难群众住有所居。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马军报道：4
月20日，记者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了解到，今
年以来，昌吉农高区全面提升服务质效，全力
推动项目建设，不断培育经济增长点，实现一
季度经济良好开局。

记者走进新疆雪山果园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20余种产品映入眼帘，工人们正操
作托盘搬运车，把一箱箱打包好的产品送进
仓储区。

“今年公司新上了一条生产线，和面、揉
面、压面、称面一气呵成，每天可生产列巴近
2000 根，产能比之前提高了两倍多。这几
天，企业新研发的产品五黑列巴和列巴切片
俏销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新疆雪山果园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刘兴柱介绍。

连日来，昌吉农高区各工业企业增加产
能，开足马力抢抓生产；各重点项目建设现
场，塔吊摇臂来回旋转，到处是建设者忙碌的
身影……数据显示，今年1—3月，昌吉农高
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7%；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2%；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27.4%；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43.3%。

一季度，昌吉农高区围绕自治区“八大产
业集群”建设，秉持“项目为王 环境是金”的
发展理念，以拼经济、拼发展的竞进姿态，掀
起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的发展热
潮。招商人员积极对接大商名企，实现洽谈

“不掉线”、招商“不停步”。同时，建立招商专
班机制、各部门协同机制，挂图作战，确保每
个项目进度可控。

昌吉农高区还着力深化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合作共建，全力培育粮
油、棉花和纺织服装、绿色有机果蔬、优质畜
产品和生物制造“4+1”产业集群。今年，园
区谋划推动实施3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06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21.3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4月21
日至23日，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打造
的广播剧《林则徐在新疆》（暂名）主创团
队一行8人走进昌吉采风，期间，主创团
队一行来到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参观
援疆成果展示厅，倾听援疆干部的感人
故事，了解近几年取得的援疆成果，深入
木垒县三个泉子驿站、一碗泉驿站等地，
探寻林则徐的历史足迹，为创作收集积
累素材。

据悉，广播连续剧《林则徐在新疆》
（暂名）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伊犁州
广播电视局、漳浦县融媒体中心、木垒

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该剧展现民族
英雄林则徐在新疆期间开荒垦田、兴修
水利、加强塞防、维护民族团结等令人
感动的故事，深情讴歌林则徐扎根新
疆、建设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伟
大精神，彰显福建、新疆两地踔厉奋发、
融合协作的初心。

广播连续剧《林则徐在新疆》（暂
名）于今年年初策划立项，此次新疆采
风活动从4月18日开始至26日结束，
为期9天，在此期间主创团队将陆续走
进伊犁州、吐鲁番市、昌吉州、乌鲁木
齐市等地开展采访活动。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总编室主任陈
实介绍，该剧创作阵容强大，邀请全国优
秀广播剧创作人员组成创作团队，全国知
名编剧和来自国家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的国家级演员参与创作演绎。

据悉，广播连续剧《林则徐在新
疆》（暂名）计划播出4集，每集30分钟
左右，预计年底与听众见面。节目制
作完成后，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国之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所属各
广播频率、学习强国、蜻蜓FM、喜马拉
雅FM等平台广泛传播，持续扩大节目
影响力。

开展校园科技创新活动、打造“农
机研制—田间应用—资源化回收利
用”产业链、推动昌吉驼乳产业和深加
工技术发展……

从校园到田野，从实验室到厂矿
企业，三年来，福建援疆干部肩负使命
和责任，通过科技援疆工作机制，努力
推动一个个科技项目落地开花，有力
引领支撑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科技援疆要“合唱”，聚力共赢。
昌吉州党委、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科技
援疆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闽昌
两地突出顶层设计，从体制机制、搭建
平台等方面入手，推动科技援疆工作
落地见效。

昌吉州人民政府与福建省科技厅
签订了《“十四五”科技合作框架协
议》，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园区互动共
建、平台共建、项目协作、产业融合、人
才交流培训等方面的科技援疆长效工
作机制。建立了援疆科技合作联席会
议、日常联络、高层互访、交流合作四
项工作制度，实现闽昌科技管理部门
高层互访、互联、互通、互动。

在长期对口援疆的良好基础上，
第八批福建援疆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2022年8月，福州高新区、泉州高
新区先后与昌吉高新区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助力昌吉高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更
多战略性、前瞻性、实用性的科研成果
在昌吉州转化落地。

三年来，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
校院所、医疗机构共20多个单位与昌
吉州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拓宽了昌
吉州与福建省的科技合作渠道。福州
大学精密仪器研究所和昌吉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合作投入资金210万元，
共同建设了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蓝山屯河和福州大
学签订协议，联合组建福州大学——
蓝山屯河高端功能材料产业研究院，
这些创新平台的建设，对人才培养、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等起到了
积极的支撑作用。

截至目前，昌吉州已建成145个自
治区级以上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其中
国家级 28 个），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57家。2022年初，昌吉州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首次突破100家大关，实际总数
达到119家，为我州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打下坚实基础。

科技援疆根在创新，人才是第一
资源。三年来，按照闽昌科技合作框
架协议部署，立足于满足昌吉州科技
人才实际需求，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
通过多种形式培训各类科技人才，打
造了一支“永久牌”科技人才队伍。福
建援疆前方指挥部举办4期技术经纪
人、技术经理人培训班，2期科技系统
能力提升赴福建培训班，培训各类科
技人才283名，为昌吉州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储备了人才，提升了本土科技人
才专业化水平。继续开展“三个双一
百”专业技术人员援疆工程，采取长、

中、短期相结合的选派办法，组织两地
教育、卫生、农业三个领域的专业技术
人员挂职锻炼。

在医疗卫生领域，闽昌两地合力
推动成立州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并获中
国卒中专科联盟认证授牌，组建昌吉
州卒中专科联盟，联合11家县级医院
建立了区域协同救治机制。

在农业领域，建成了一批“南果北
种”、认养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渔业和
葡萄酒全产业链示范基地，推动闽昌
两地“三农”领域深入交流合作。在福
建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协调下，福建省
专家顾问团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智囊咨
询活动等，助力昌吉州经济发展。

科技援疆贵在精准，重在产业，本
在惠民。2020 年以来，福建省实施各
类科技援疆项目7项，累计争取项目资
金575万元，支持昌吉州科技创新平台
载体建设、人才培养，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技术转移，对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科绿谷众创空间项目成功实
施，完善1700平方米孵化场所公共配
套设施，成功备案自治区级众创空
间。农科绿谷众创空间等双创载体累
计入孵企业156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
业29家，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9家。

棉秆拔切残膜回收联合作业机研
发及残膜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实施，首
次打造形成福建和昌吉企业“农机研
制—田间应用—资源化回收利用”产
业链。

科技兴、昌吉兴。三年来，闽昌两
地合力实施的一系列科技项目，紧贴
产业发展实际和需求，极大地推动了
昌吉州科技创新发展，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月14日，呼图壁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的技术人员来到五工台镇十户
村了解棉花播种情况。

随着天气转暖，呼图壁县各植
棉乡镇抢抓农时进行播种，县农业
农村（乡村振兴）局农业专家、县农
业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及时解
决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让种植
户收益更有保障。

王俊伟 摄

昌吉农高区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昌吉市

137户困难家庭分到公租房

科技支撑 引领发展
——福建省第八批对口援疆工作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 杨海军

抚今追昔延续相隔数千公里的“山海情”

广播连续剧《林则徐在新疆》（暂名）主创团队来昌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