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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赵文鹏、雷浩超报
道：“您好，我们公司在阜康产业园苏通小
微创业园，近期准备复工复产，现有一台
叉车急需检验，但我们不会网上报检，能
不能请你们过来报检啊？”近日，州市场监
督管理局特检所接到了腾飞建材有限公
司的求助。

特检所立即组织检验人员第一时间前
往该企业，核查叉车的注册登记证、随机资
料后，现场为其办理了报检，并对设备进行
了检验。为了让企业少跑路，检验人员还
现场登陆特种设备安全智慧监管系统，为
企业工作人员演示网上报检、网上缴费、自

助打印检验报告等业务办理流程，为企业提
供一站式帮扶服务。

在阜康产业园博宇木材加工厂，检验人
员正按照检验计划开展检验工作，却接到了
邻厂方正建材厂的求助。方正建材厂即将复
工复产，人手紧张，正为叉车报检事宜苦恼，
得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检所工作人员在附
近，急忙寻求帮助。根据企业需求，检验人员
核对需检验的叉车信息及相关资料后，为其
现场办理报检业务并进行设备检验，解决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

在钢之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检验人员正
在对起重机械进行检验。“焊接车间的起重机

械使用频繁、交叉作业多，要随时关注吊
钩磨损和钢丝绳断丝情况，以免发生危
险……”检验人员一边儿检验，一边儿就起
重机械的维护要求进行耐心讲解。随后，
检验人员还梳理了企业特种设备台账，为
企业管好用好特种设备提供专业指导。

今年以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检所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技术支撑作用，深入
阜康市各小微企业开展现场指导，为企业
安全发展添动力增活力，为企业顺利复工
复产保驾护航。截至目前，该所累计为阜
康市22家小微企业提供现场报检、技术支
持、业务指导等现场帮扶服务。

冬去春来，昌吉的 180 万亩棉田播下
希望的种子。时节轮转，这里的黄土地
将迎来大片的绿，再从粉黄花骨朵儿到
棉桃开裂露出纯白。一朵朵棉花不吝于
驻扎戈壁，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
回报。

4月24日，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大会
召开，时值万物萌发的季节，棉花播种亦当
其时。在庭州的广阔棉田，犁地、耙地、打
药、北斗导航播种一体机等现代农业机械
来回驰骋，这幅春耕农忙图景，展现昌吉棉
花生产的蓬勃发展之势。

“昌吉州环境好、交通方便，适宜棉花
生长。我们鼓励育种企业在这里设立科研
机构开展育种研究，研究院校、棉企参与合
作，打造一个新的生命科学研发高地。”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晓亚在新疆棉花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这样说。

2022 年，昌吉州棉花籽棉总产突破
100万吨，籽棉每亩平均单产438公斤，推
荐种植棉花主栽品种7个，相同生态区域
主栽品种使用率达85%以上，从源头上提
高棉花品质一致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春万卉红似海，暖到人心只此花。”
曾有诗人如此赞美棉花。对昌吉棉人来
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新疆丰汇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殿亮
是当日参会的企业代表之一，今年49岁的
他自2005 年起在轧花厂工作，棉花种植、
采摘、收购、加工等点滴记忆已深深印在了
脑海里。

“今年，公司种植棉花6.5万亩，其中优
质棉生产基地1200亩。18年前，种植采收
棉花全靠人工，仅采收季就要历时4个月。
2012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实现从种到收全

程机械化，20天左右就能完成棉花采收。随
着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种棉成本更低，效率
更高了。”说话间，笑容荡漾在吕殿亮的脸上。

近年来，我州着力推广棉花全程机械化
生产模式，积极引进、示范推广打包采棉机、
卫星导航自动驾驶、无人植保机等先进智能
农机装备，加快精量播种、化学封顶、低温脱
叶等棉花机械化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棉花
生产从耕地、播种、田管以及收获全部实现机
械化，棉花机采率达100%。

在吕殿亮的记忆中，昔日棉农最重要的
工作是在夏季晌午太阳最强烈的时候打花
杈、喷洒农药，棉农就是那辛苦传递“温暖”
的人。

如今，时代进步，昌吉棉花产业发展越来
越兴旺，棉花市场拥有了更多传递“温暖”
的人。

当日，新疆丰汇棉业有限公司得到国家
棉花产业联盟认证，成为2022—2023年度国
家棉花产业联盟（简称CCIA）高品质棉花生
产加工基地之一。吕殿亮介绍，从2019年开
始，该公司依托CCIA，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的技术支撑下，推广优质棉种“中棉
113”，棉花轧花质量从“双 28”提升到“双
30”。今年，在CCIA的引导下，他们正在积
极对接下游服装品牌企业，实现从棉花种子
到成衣的棉花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昌吉是新疆重要的棉花产区，在玛纳斯
县、呼图壁县、昌吉市和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都建立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
优质的棉花也吸引众多棉企落地。

2018 年，CCIA 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成立新疆联盟优棉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目前有300万亩优质高品质棉田，该
公司将用3年至5年打造1000万亩高品质棉

田，预计棉花产量120万吨。
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副理事长、海南好

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进华在会上
与5家单位签订战略性合作，他说，大会搭
建了平台，CCIA将从产品宣传、行业认证
等方面，进一步将高品质棉花和成品与市
场对接，提高 CCIA 的市场影响力和话
语权。

近年来，昌吉州制定了 CCIA 全产业
链“科研—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纺
织”各环节的准入标准和培训机制，推行网
格员分区管理，使用棉花全产业链大数据
平台对农户田管生产进行溯源信息记录和
数据保存分析，从而管控好棉花采收阶段
质量。2022 年，全州共完成建设 40 万亩
CCIA生产标准认证棉花生产基地。

“昌吉州农业整体水平在全疆走在前
列，尤其是农业机械化方面。依托昌吉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这一国家级

‘农字号’品牌，昌吉州有条件实现棉花全
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
研究所所长李付广说。

过去的成绩值得肯定，未来的挑战也
不容忽视。“此次大会为我州棉花产业带来
了新机遇。我们将以建设国家优质棉基
地、提升棉花品质为着力点，引进高端棉纺
企业，引导企业开发利用生产如棉酚、棉籽
低聚糖等高附加值的系列棉籽深加工产
品，将棉花全产业链做精、做长、做优。”昌
吉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贾文明表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棉花经历风
雨，追逐阳光，就像无言的桃李，人们喜爱
她，因“暖到人心只此花”，也因她强劲的精
神力量，必将化作昌吉棉花产业发展的壮
美图景。

本报讯 通讯员王贤报道：
“我们村今年建设项目比较多，
刚才培训班上讲的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衔接资金使用与项目
实施管理等内容具体实用，很有
针对性。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
机，加强业务学习，把培训内容
学懂学透，提高自己的履职能
力，找准监督着力点，提高精准
监督发现问题的能力。”日前，
奇台县碧流河镇西戈壁村监督工
作站站长马建军，在参加全县村
（社区）监督工作站站长培训班
后说道。

近日，奇台县纪委监委举
办了村（社区）监督工作站站
长业务专题培训班，全县 86
个村（社区）监督工作站站长
参加培训。培训内容紧扣如何
有效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重点及突出问题、惠民惠农
补贴政策及“一卡通”发放管
理流程以及开展监督工作遇到
的突出问题等内容进行详细讲
解，着力提升村（社区）监督
工作站站长的综合素质和监督
工作能力。培训中，该县纪委
监委班子成员及业务骨干围绕

“如何准确贯彻运用《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奇
台县村干部廉洁履职负面清单
（试行）》 解读”、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重点及突出问题
等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

今年以来，奇台县纪委监
委把业务专题培训作为村（社
区）监督工作站站长规范化建
设的有力抓手，印制村 （社
区）监察信息员履职手册，建
立学习培训、工作例会、廉情
上报、质效考评等机制，县纪
委监委实施班子成员包片指
导、定期调度、联合检查、入
户走访等措施，以反向监督

“下沉”促问题“上浮”。进一
步增强监督工作站站长履职本
领，实现对村级廉情无缝监督
和动态监督，打通基层监督

“最后一公里”。
“村 （社区） 监督工作站

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只有能
监督、会监督、敢监督，切实
当好‘监督员’‘宣传员’‘信
息员’‘调解员’‘督办员’，
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心中的好管
家、‘贴心人’。”奇台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奇台县纪委监委将织密基
层监督网，继续完善村 （社
区）监督工作站监督体系，在
提高监督工作站成员履职能力
上下功夫，持续提升监督意识
和监督能力，进一步探索创新
有效工作载体，推动村 （社
区）监督工作站建设工作做深
做实，发挥“广播站”“信息
站”“中转站”“监督站”作
用，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
里”。

早春4月，风和日丽，美丽乡村建
设正在庭州大地拉开帷幕。4 月 20
日，州纪委监委驻吉木萨尔县老台乡
阿克托别村“访惠聚”工作队为阿克托
别村送来了 2300 棵苹果树苗用于美
化庭院。

图为州纪委监委驻吉木萨尔县老
台乡阿克托别村“访惠聚”工作队队员
在村民家门口栽种苹果树。

邓梅华 摄

奇台县为村（社区）

监督工作站站长

“充电蓄能”

暖到人心只此花
——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薇

州市场监管局特检所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