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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高新区：

建立“三三一”机制 做实服务企业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自 5 月
以来，昌吉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项目完工后，将对压减昌吉市
地下水开采，缓解用水紧张情况，推动昌吉
市三屯河灌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起到重要
作用。

近日，昌吉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
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利用挖掘机、
吊车和大型铲车加紧施工，拉运管材、搬运
组装、掩埋回填，整个施工现场井然有序。

施工方采取增加人力和机械的方式，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昌吉市滨湖镇东沟村村民董广州家住
项目施工现场附近。今年，他在村里承包
了200亩优质机采棉田，他一有空就来看
一看项目施工情况，期盼着早日拥有充足
的灌溉用水。董广州说：“我们这儿耕地面
积大，用水紧张，如果棉花得不到及时灌
溉，就会影响收成。现在政府把灌溉用水
工程修到了田间地头，我们的棉花就能得

到充分灌溉，产量就会高，收成也会更好，
希望工程尽快完工，造福咱老百姓。”

据了解，昌吉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分2个标段实施，二
标段位于昌吉市滨湖镇东沟村，计划总投
资2700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改善滨湖镇
东沟村4000亩田地的灌溉用水条件，提高
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可每年置换三屯河地
表水380万立方米，缓解昌吉市农业供水
压力。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马德俊报道：为
保证昌吉州辖区电网夏季安全运行，保障
人民群众生活生产正常用电，昌吉州市场
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以下简
称“州特检所”）主动服务各电力企业，对辖
区内各电厂发电机组配套的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进行大规模“体检”，提前做好迎峰

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州特检所组建了检验小组，与企业对

接检验业务，细化工序，有效衔接，帮助企
业做好检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为调峰保供
争取宝贵时间。

此次“体检”先后对新疆天池能源热力
有限公司、新疆华电昌吉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华电呼图壁能源有限公司热电厂、新疆
玛纳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电阜康发电
有限公司、华电阜康热电有限公司、新疆天

电奇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7家企业共计近
200 台压力容器、10 公里压力管道进行检
验，检验内容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介质等高风险情况。检验过程中
发现设备安全隐患8处，检验人员现场督促
企业限时整改消除隐患。

下一步，州特检所将继续集中技术力量
投入全州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提升检验检
测技术与服务水平，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运
行。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董
倩倩报道：2023年玛纳斯县投资
3.75 亿元打造 30 万亩高标准农
田，第一批7.66万亩滴灌管网工
程投入使用。

5 月下旬，乐土驿镇郑家庄
村棉花种植大户郑会超，在村里
的数字农业千亩高标准棉田里接
毛管。他说：“这块棉田毛管接完
后，就可以通过信息化设备给棉
田浇灌出苗水了。”

“以前传统农业肥料利用率
低，农民种地特别费劲。现在高
标准农田全部安装了电动阀，变
成了数字农业示范田，种植棉花
非常省心，通过手机就可以给棉
花滴水，省了人工，水和肥也都节
省了。”郑会超说。

郑会超通过测算，今年种植
的 100 亩高标准数字棉田，预计
每亩产量在 450 公斤至 500 公斤
之间，较以前会提高100多公斤。

近年来，玛纳斯县充分发挥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在高标准农
田建设中的作用，鼓励和引导项
目区农民群众积极筹资投劳。通
过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农田
水利建设等多项措施，集中人力、
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中低产田
改造。截至目前，玛纳斯县耕地
面积达 121 万亩，其中高标准农
田建设面积74万亩。

据统计，相比传统灌溉技术，
玛纳斯县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年增产粮食（小麦、玉米）261 万
公斤，经济作物（棉花）605 万公
斤，新增总产值为4191万元。建
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节水量每年
937万立方米，年节肥量20%。

“通过高标准农田平整及集
约化流转，带动了部分愿意种地
的群众，从小农散户经营转型到
规模化集中经营，部分不愿种地
的农户，把劳动力节约下来可以
在家门口务工或专心搞养殖，发
展第三产业增加收入。”玛纳斯县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段军
说。

本报讯 通讯员徐婉儿、甘吉亮报道：
今年以来，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围绕解决企业诉
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创新纾解企业难题
的“三收集、三办理、一考核”服务机制，不
断提升为企服务质效。

“三收集”立体拓展诉求收集渠道。“线
上收”，昌吉高新区投资15万元开发“高信
办”微信小程序，建立企业家微信群，搭建
企业诉求直通车，实行24小时“不打烊”收
集企业诉求；“线下收”，昌吉高新区在综合
办设立企业诉求办理专职岗位，公布企业
诉求办理专线电话，负责企业各类诉求报

告的接收、流转、督办和回复；“上门收”，昌
吉高新区落实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工作，安
排 4 名班子成员、138 名干部，包联 335 家
企业和项目，每周上门收集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逐条梳理汇总，从源头
上提高诉求办结质量。

“三办理”层级化推动诉求高效办
结。简单诉求立即办，昌吉高新区对企业
提出的水、电、暖、气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问
题由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立即解决；复杂诉
求调度办，由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每周
一三五召开调度会，分析研究调度涉及土
地、资金等领域的复杂诉求，形成会议纪
要后限时办结；难点问题提级办，对需要
上级部门调解决的问题，由高新区形成重
大问题解决请示，报昌吉州、市党委和人
民政府解决。

“一考核”硬核提升为企服务质效。昌

吉高新区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诉求
文件办理程序的通知》，对各单位办理企业
诉求工作开展情况及质效进行“月考评、月
通报”，每月考评结果纳入各单位年度目标
绩效考核。同时，加大执纪力度，昌吉高新
区党工委运用“第一种形态”已对企业诉求
办理不及时的人员开展诫勉谈话3人次，
提高了工作质效，强化了服务企业的刚性
要求。

“我们要全方位为企业当好‘保姆’，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把
昌吉高新区打造成为‘昌吉硅谷’。”昌吉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姚进
说。

1月至5月，昌吉高新区共收集企业各
类诉求351个，已办结333个，办结率95%；
企业对园区满意度达到 99.5%，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

玛纳斯县

土地集约生“金”

昌吉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有序推进

州特检所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6 月 11 日下午，居民正在吉
木萨尔县天地园赏花。

随着天气逐渐升温，吉木萨
尔县天地园的玫瑰花等各种花卉
陆续绽放，来这里赏花拍照的人
们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吉木萨尔县通过
打造精品景区、品牌节庆和区域
精品旅游线路，深度整合文化旅
游资源，全力助推文化旅游晋档
升级。

张德峰 摄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6 月 10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昌吉州美术馆举办非物质文化遗
产剪纸体验活动，邀请剪纸手艺人给
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有趣的剪纸手工
课，激发孩子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热爱。

图为昌吉市第五小学学生孙雨轩
展示自己的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许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