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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王薇、通讯员侯殿亮
报道：芳菲四月，我州棉花已陆续进入播
种期。广阔棉田中，播种机来回驰骋，棉
花播种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今年，我
州持续优化棉花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
预计种植棉花180万亩。

4月11日，在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皇
宫地村的一片高标准棉田里，6 辆播种
机按照设定路线匀速行驶，铺设滴灌带、
覆膜、精量播种一气呵成。地头上，种植
户潘天玉一边仔细察看播种情况，一边
补足播种机上的棉种。

“播种有北斗导航，打药有无人机，
浇水有滴灌，棉花采摘都由机械完成，既
省时又省力。”潘天玉笑着说。

“棉花年年丰收，靠的不是运气，靠
的是政策、是科技。”潘天玉抓起一把棉
种介绍，今年是他种植“新陆早82号”和

“新陆早78号”的第5年，相对于其他品
种，这两个品种结铃性强，抗病性好，稳
定性强，去年棉花最高单产达到 528 公
斤。今年，他要继续加强水肥管理，力争
亩产突破550公斤。

在棉花地里，除了正在忙碌的棉农，还
有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人员。他们奔
赴棉花播种任务重、劳动力紧张的区域，做
好机械调配，并开展现场指导，让植棉户更
好掌握播种技术要领，为棉花丰产丰收打
基础。

今年，玛纳斯县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
推广良种良法相结合、农艺农机相配套，提
高棉花整体竞争力，同时鼓励农户和合作
社积极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加强农田白
色污染治理。

据介绍，昌吉州棉花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覆盖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吉市和昌吉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重点聚焦
棉花种植成本持续走高、棉田残膜回收率
偏低、全产业链竞争力不强等短板和弱项，
补链、延链、强链，促进棉花产业集群集聚
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州棉花生产以棉花优势区划
定为抓手，结合水资源现状，逐步调整棉花
种植面积，棉花生产坚决退出生态脆弱区、
高风险区向优势区集中，将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施肥、种业基
地建设纳入优质棉基地建设项目内容，助
力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昌吉州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贾文明说。

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州重点聚焦区、州
提出的“优棉”结构调整思路，建立健全
相同生态区域棉花主栽品种推荐清单
制，严格控制品种数量，加强农机农艺融
合综合集成技术推广，建立以需求为导
向、以科技为引领的优质棉基地，探索棉
花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促进棉花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

随着棉花种植科学化、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我州棉花种植环节实现种、
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棉花机耕、机播、
机收水平均达到100%。

此外，昌吉州积极打造棉花产业联
合体，与中棉、云龙等具备优质棉生产加
工条件的企业合作，推广“一厂一品”模
式。新型农业种植合作组织、村级合作
经营组织依托规模化经营优势，通过推
进规模化、规范化经营，提升棉花产业综
合效益。

贾文明表示，我州将持续优化棉
花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推进优质棉
基地建设，构建起集棉花生产、服务、
流通、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于一体的
棉花产业体系，让棉花成为棉农的“致
富花”。

据介绍，今年全州棉花春播工作预
计在5月上旬结束。

本报讯 记者王薇报道：4月24日，2023
年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昌吉市园林
宾馆举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行业
资深专家以及棉花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代
表齐聚昌吉，探讨交流科技赋能新疆棉花
全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据悉，这次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办，旨在为政府部门、棉业组
织、研究机构及棉产业链企业等搭建沟
通交流的平台，促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
量发展。

会议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晓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中国农业科学
院棉花研究所所长李付广、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农
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场与贸易
研究处处长翟雪玲作报告，内容涉及原
始科技创新、无人农场建设、高品质棉花

“三产”融合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撑、棉花

质量提升和国际棉花市场情况分析等，
为推动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提供遵循。

大会安排昌吉州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
介绍我州棉花高质量发展经验。据介绍，
近年来，昌吉州持续优化棉花生产布局，落
实品种相对统一要求，全面提升产业规模
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推进棉花“由量向
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保障我
州棉花产业健康稳定发展。2022年，昌吉
州棉花籽棉总产突破100万吨，相同生态区
域主栽品种使用率在85%以上，棉花生产实
现了全程机械化，同时通过推广棉花“一厂
一品”模式，全州棉花品质大幅提升，皮棉
市场每吨增加溢价1000元。

会上，国家棉花产业联盟、海南好棉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
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汇

美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校服行
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签约，进一步加强国
家棉花“CCIA”品牌及其标准、产品认证、
推广，以及优质棉供应链建设。国家棉花
产业联盟为新疆绿洲驼铃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疆恒丰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15家2022-2023年度CCIA高品质棉花
生产、加工基地授牌。

大会就“新疆棉花助力国家棉花产业
高质量发展”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举
办圆桌对话，与会专家与企业代表进行了
深入交流和探讨。

此次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农
业科学院主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昌吉州
人民政府、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中
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承办，昌
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棉
花产业联盟、新疆农业科学院、昌吉州农业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马
晓霞报道：近日，记者从昌吉州政资局
获悉：1-3月，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大
厅共完成工程招投标项目 110 个，实
现交易总额21.25亿元，节约金额3.13
亿元，节约率达到12.87%。

一季度，昌吉州政资局立足公共
资源交易职责，积极发挥“放管服”改
革和“互联网+”双轮驱动作用，以全
流程电子化交易为抓手，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对进场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
从招标公告发布、场地预约、招标文件
发出、评标专家抽取、开标、评标、中标
公示等环节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服务，
进一步提高招投标效率，减少成本投
入，全州公共资源交易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 记者孙学良、通讯员陈
红报道：4月19日至4月20日，州直机
关工委、州直机关团工委在州图书馆
报告厅举办“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专题读书
班，州直各单位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
长和团支部书记参加读书班活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
干？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怎
么建……”两天时间里，学员们先后聆
听了自治区团校、州党委党校教师所
作的专题报告，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汲取营养、智慧；参观了昌吉州庆祝党
的二十大主题图片展和自治区博物
馆，深入了解昌吉州各领域取得的辉
煌成就，认真聆听在疆共产党人的感
人事迹。大家纷纷表示，要赓续红色
基因，锤炼过硬本领，为建设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集聚青
年智慧、汇聚青年力量。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4 月 20
日，木垒县2023年第二批重点项目复
工开工。

据了解，此次木垒县集中复工开工
项目共10个，包括新疆双杰新能源高端
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木垒庭
州协能科技有限公司储能系统生产项
目、木垒县历史遗留采坑生态环境整治
项目等，项目总投资达12.3亿元，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5.4亿元。项目涉及新能
源、环保、乡村振兴等领域。

木垒县民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香磬说：“今年，木垒县委推行了

‘1+N’产业联动发展新模式，补链延
链强链拓链，吸引各大企业精准‘卡位
入链’。我们将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入
驻平台和一流服务，建立完善‘一对
一’高效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早投产早
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一季度昌吉州公共资源工

程 建 设 项 目 交 易 额 达

21.25亿元

4 月 18 日，玛纳斯县六户地镇
杨家道村村民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播
种机播种棉花。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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