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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建设聚焦建设““典范地州典范地州””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锚定目标 实干笃行 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奇台县委书记 刘晓刚

县市（园区）领导谈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万里洪报道：“在2130亩示范田
中，抽取连片111.24亩进行现场实收，籽粒鲜重84100
公斤，杂质率为0.21%，随机抽15个样本测定籽粒含水
率，平均值7.4%。按标准含水率(13%)折算后，实收产
量为802.99公斤/亩。”7月24日，在奇台县东湾镇中渠
村十二组冬小麦示范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
成员高春保宣布测产结果，奇台县打破了全国冬小麦
百亩以上连片高产纪录。

当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邀请农业农村部小麦专
家指导组成员高春保、张睿和新疆农业大学教授石书
兵、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徐红军、自治区农技推广总
站推广研究员王纯武5位小麦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国
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自治区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昌吉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奇台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新疆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新
疆兴木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奇台县共同创建的连片
2130亩冬小麦良种繁育与高产创建示范田进行了实
打测产。

此次测产示范冬小麦品种为石冬01162。测产现
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来回穿
梭。专家组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
验收办法(试行)》，经过实地丈量、GPS测量、联合收割
机实收、称重、测定杂质和水分、折合水分含量后，测得
这块地冬小麦平均亩产802.99公斤，打破了之前由农
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认定的全国百亩连片高
产纪录。

石冬01162属冬小麦常规中筋品种，是新疆石河
子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具有抗寒，抗旱，耐干热
风，高抗白粉病、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丰产性和稳产性
好，适应范围广等特点。

高春保说：“这个品种有很好的高产潜力，栽培管
理技术落实到位，取得了很好的高产创建成果，这个品
种和技术在昌吉州甚至更大的地区有比较好的推广应
用价值。”

奇台县地处优质小麦种植带，是国家级商品粮基
地县，全县种植小麦面积在91.121万亩。今年，国家启
动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出在稳定
种植面积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单产水平。按照这一要
求，奇台县依托高产攻关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强化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确定粮食生产主攻方向，
通过一系列配套的科学种植管理技术，不断刷新小麦
高产纪录。

自治区党委十届八次全会、昌
吉州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是在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推进高质量发展
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为进一
步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谋划了路径、确定了重点。奇
台县委认真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
届八次全会精神，严格按照昌吉州
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的建设

“典范地州”标杆方向，紧密结合县
域经济发展实际，加压奋进、主动作
为，坚定向“双五奋斗目标”迈进的
信心决心，进一步深化“六大振兴举
措”，壮大“六大主导产业”，打牢“五
大工作支撑”，积极构建“一体两翼”
发展格局，着重在强基础、延链条、
调结构、促转型方面狠下功夫，细致
谋划具体贯彻举措，牵牢高质量发
展“牛鼻子”，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努
力建设美好奇台。

一、抓招商、促投资，提升重大项
目引领力。加紧招引项目工作，树牢
项目为王理念，紧扣自治区“八大产
业集群”发展规划，结合自治州“点、
线、网、面”发展路径和“五大行动”安
排部署，聚焦六大主导产业链条短
板，实施项目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建
立每月外出招商、来访企业跟踪联系
等制度，健全考核激励办法，持续开
展全员大招商，深入开展产业链招
商、会展招商、以商招商、第三方招商
等各类招商活动，广泛收集招商线
索、项目，全程跟踪服务，抓紧打造一
批扬优势、补短板、增动能的龙头产
业项目，推动主导产业从无到有、优
中育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制定

“月初提示、月中督促、月末通报、季
回头看”推动落实机制，安排包联县
领导通过专项调度、实地检查、走访
调研等多种形式，对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全程跟踪
督促，做到一线发现问题、一语指出
问题、一体解决问题。完善重点建设
项目联合审查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县
领导包联、专班推进制度，每周一调
度、每月一分析，突出抓好项目前期
工作，有序推进中车奇台县智慧能源
装备产业园、其亚240万千瓦等重点
项目建设，努力实现产业倍增、效益
倍增。加倍搞好项目服务。制定《奇
台县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专项
行动方案》及2023—2025三年行动
方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梳理
已签约未落地、已落地未开工项目，
分阶段明确责任事项、时间节点、责
任单位，精准解决资金、用地、审批和
施工环境等问题。设立21个营商环
境监测点常态化开展监测，组织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查和万人测评，
广泛收集企业建议，解决问题，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

二、优结构、扩能级，提升优势
产业竞争力。坚持在农牧业产业化

上闯新路。以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为引领，加快发展面包、方便
面、小麦胚芽、有机食品和各类乳制
品、肉制品下游产业，积极抢占生物
医药、预制菜等产业新风口。推进

“千牛万羊”扩量、猪禽转型升级系
列工程，加快壮壮牧业、豪子畜牧养
殖项目建设，协同发展马、驴、骆驼
等特色养殖，打造农牧产业新名
片。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加快高标准农田和数字农田示范区
建设，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稳定粮
食种植面积，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建
设州域内以奇台县为核心的国家商
品粮生产基地，依托九圣禾、兴木等
企业，打造以小麦、玉米制种为主，
瓜菜制种为补充的全疆优质种子生
产供应基地。坚持在旅游全域化上
开新局。以江布拉克国家5A级景
区为点，加快马鞍山索道、天山怪坡
乐园、星空有约野奢营地等业态建
设，进一步扮靓颜值、提升品质，打
造精品高端旅游点。以南中北三区
特色各异的旅游景点为线，积极扶
持南部山区“一棵树”、腰站子3A级
景区、涨坝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旅游
景点，串联打造乡村田园特色旅游
线；深挖中部城区人文历史资源，建
设唐朝墩古城遗址公园、疏勒城遗
址陈列馆等精品文旅项目，合理布
局一批综合式游艺、沉浸式体验业
态，串联打造文旅商融合特色旅游
线；北部荒漠侧重开发硅化木·恐龙
国家地质公园、魔鬼城、将军庙等戈
壁奇观，串联打造科考研学特色旅
游线。以“乡村游、研学游、自驾游、
冰雪游、康养游、工业游”六类业态
协调推进为面，着力满足不同群体
对旅游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全力
将奇台打造为全疆著名、国内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坚持在新能源、绿
色矿业、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化上抢
新机。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集群，加快古尔班通古特外送 290
万千瓦大基地、特变300万千瓦、州
国投 180 万千瓦、立新（州国投）50
万千瓦项目建设，发展水制氢、绿
氨、绿色甲醇等绿色化工产业，光伏
组件、风机制造等装备制造产业，半
导体、电解电容器等新材料产业，全
力创建氢能及其应用产业示范区；
着力推动绿色矿业产业集群，以黄
羊山临矿经济产业园建设为突破，
大力推动北塔山矿区总规获批，延
伸石墨、石英、花岗岩、玄武岩等优
质矿产资源上下游产业及建筑建材
加工、废料综合利用产业链，全力打
造特色石材名县；积极培育精细化
工产业集群，以准东现代煤化工企
业及蓝山屯河、景化聿孟等核心企
业为基础，发展甲醇、氨纶、乙二醇、
己内酰胺等上下游产业，全力打造
精细化工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三、搭平台、优环境，提升对外
开放吸引力。扩大开放平台。积极
协调区、州有关部门成立口岸管理
机构，高位推动“准东、地方、兵团、
企业”四方深化合作交流，持续完善
乌拉斯台口岸对外开放功能，加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服务

水平，夯实开放发展根基。强化项
目支撑。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机遇，聚焦
蒙方矿产资源，借助中方准东、乌昌
地区产业优势、交通优势、口岸区域
优势，全力配合做好中蒙能源产业
园项目建设，推动和支持建设将—
乌专用铁路、边民互市、保税仓库等
重点项目建设，打造集加工、贸易、
物流仓储等为一体的边境合作区。
深化协作共享。落实稳外贸系列政
策措施，探索出台外贸优惠政策，在
业务培训、贷款融资、资金补贴等方
面给予企业更多帮助支持，重点推
动蓝山屯河、中蒙能源、汇通商贸等
外向型企业搭乘中欧班列，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升
进出口贸易水平。大力发展会展经
济，鼓励企业、民间团体加强与蒙方
沟通交流，探索开发旅游线路、推出
特色旅游产品，拓展边境旅游业务，
促进中蒙商贸合作繁荣发展。

四、抓基础、补短板，提升县域
发展支撑力。强化交通水利设施保
障网。以江布拉克机场通航为契
机，积极争取、谋划实施一批连接新
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口岸、连
接铁路高速、畅通对外运输的重点
项目，配合做好 S228、S240、S246、
S327 线升级改造，加快机场快速
路、城市道路改扩建及“美丽乡村道
路”等项目建设进程，全力打造区域
交通中心。充分挖掘县域内水资源
内在潜力，利用河湖水系联通工程，
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流域水系循
环互动，持续推进达板河、吉布库水
库枢纽建设前期进度，全力推动灌
区骨干渠系、斗农渠升级改造等项
目，打牢长远发展根基。提升中心
城市服务供给网。落实民生保障

“提质扩面”行动，在稳定就业、兜牢
底线基础上，科学调整现有优质资
源布局，抓好教育、医疗软硬件综合
提升，加快推进奇台县一中实验学
校、奇台县中心医院二期建设进度，
培养引进优秀人才，健全奖励激励
机制，打造区域优质教育中心、医疗
服务中心；支持天山东部物流园、优
选易购、新港物流等企业做大做强，
推动临空经济与区域物流协同发
展，加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建设，完善县乡村物流配
送网络，打造天山东部区域物流中
心；加快推进 110 米口径全向可动
射电望远镜项目建设，谋划启动天
文科普体验馆项目，努力将奇台建
设成全疆知名天文科普中心。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网。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稳妥实施棚户区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持续完善城市道路、
供排水、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体系，统
筹推进隔离护栏、标牌安装，商业
街、靖宁文化主题公园、水磨河景观
带等地面铺装，景观亮化、喷泉维修
等基础设施养护，适时恢复“一场七
馆”文体惠民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城
镇小区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优
化通信基础设施，加快5G通信、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宜居宜业的智慧城市。

本报讯 通讯员周静静、徐芯彤报道：连日来，在
乌奇公路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地段，路两旁的瓜果摊多
了起来，美味可口的西瓜、甜瓜让过往的人大饱口福。

消费者刘亚飞说：“这种金瓜蛋子特别甜，每次我
路过都要买一些带回去吃。你看冰激凌西瓜，瓤是黄
的，酸酸甜甜的，别的地方买不到。”

二工镇种植西瓜、甜瓜历史悠久，西瓜享有美誉。
八户村村民赵福梅家种植了30多亩的西瓜、甜瓜，主
要以冰激凌西瓜、白兰瓜、金蛋蛋瓜为主。红瓤的西
瓜、黄瓤的冰淇凌瓜，还有美味可口的甜瓜，吸引了不
少过路人前来品尝购买。她每天在省道两旁就能卖出
400—500公斤左右西瓜、甜瓜。

近年来，二工镇八户村瞄准市场需求，引导村民种
植产量高、效益好的西瓜、甜瓜增加收入。今年全村种
植西瓜、甜瓜 100 亩，亩产量达 3.5 吨，亩收入 4000 多
元，户均增收2万元。

据了解，吉木萨尔县全县共种植西瓜、甜瓜 733
亩，主要集中在北庭镇和二工镇，其中二工镇种植西
瓜、甜瓜168亩。

每亩产量802.99公斤

奇台县创全国冬小麦百亩

以上连片高产纪录

每日卖出500公斤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西瓜

甜瓜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