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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昌吉州发布2023年上半年经济
数据：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3.27亿元，同比
增长7.2%，较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总量
居全疆第2位、增速居全疆第4位。

上半年，昌吉州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
升、向好态势，各项政策精准落地，生产端企
稳向好，消费端逐渐回归常态，就业物价总
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疆平均
水平，实现“半年红”目标。

昌吉州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
逐步回归常态化运行轨道，反映在“半年报”
一揽子经济数据中：全州52家规模以上新
能源发电企业累计发电63.6亿千瓦时，占全
州发电量的7.6%，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1.1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零售额同比增长1.4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同比增长69.1%……

成绩来之不易，是今年以来许多一线工
作者的共同心声。挑战仍未结束，面对错综
复杂的外部环境，昌吉州能否中流击水更进
一步？复盘这份成绩单或能得出一些答案。

上半年，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8.29
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农业、牧业、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
7.5%、9.2%和8.5%。畜牧业生产能力不断提

升，畜产品市场供给有保障。猪牛羊出栏
116.6万头（只），同比增长12.8%。

制造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稳。上
半年，昌吉州工业生产承压稳进，支柱产业
引领增长。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1%，总量居全疆首位、增速居全疆第
6位。从三大门类看，制造业由负转正，同比
增长0.4%，拉动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长0.3
个百分点，较1-5月提高2.9个百分点，今年
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原煤产量9782.05万
吨，同比增长18.6%，带动采矿业同比增长
39.2%，是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
增长10.8%。

昌吉州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靠前布局，
一系列稳经济促消费助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上半年，第三产业同比增长5.9%，较一季度
回升2.7个百分点，拉动全州经济增长2.8个
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1.6个百分点。接触
性聚集性服务业经营情况明显改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在
服务业各行业中增幅最大，拉动第三产业增
长2.0个百分点。

上半年，昌吉州全力落实大产业、大平
台、大项目、大企业、大环境提升行动，加快
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州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0.6%，增速高于全疆20.4个百分点，居全疆
第2位，较上月前进1位。工业项目完成投
资同比增长58.7%，占投资总额的75.8%。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经济发展
的一面“镜子”。上半年，金融稳健助推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全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2495.29亿元，同比增长14.9%；本外币贷
款余额2039.46亿元，同比增长9.8%。全州
城镇新增就业15618人，同比增长2.6%。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5%。全
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8.91亿元，同比增长
0.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99亿元，增长
12.6%。

昌吉州厚植经营主体成长的沃土，上半
年，全州新登记市场主体12384户，同比增
长11.3%。

人气集聚带来的另一个惊喜是快速复
苏的消费市场。上半年，昌吉州市场销售增
长加快，消费政策刺激作用明显。全州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54亿元，同比增长
6.7%，较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

6月昌吉州举办“乐享消费·幸福昌吉”
惠民消费促进周活动，发放消费补贴2000
万元，通过资金杠杆效应，6月当月商品零售
额环比增长11.3%。从商品零售类值看，1-6
月，全州限额以上18类商品中，13类商品零
售额正增长。其中，汽车类零售额17.22亿
元，同比增长4.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同比增长11.4%；商超百货同比增长7.0%。

经济“半年报”反映了当前的趋势和信
号，更吹响了昌吉州下半程全力以赴稳经济、
抓项目、促发展的号角，昌吉州的下一份答
卷，需要借势而为，更要坚定事在人为。

“半年报”成绩喜人 高质量特征凸显
——昌吉州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情况透视

本报记者 刘茜 通讯员 戴婷婷
本报讯 记者刘辉、通讯员赵

阳报道：8月7日，自治区党委讲师
团走进木垒县，开展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第二轮百姓巡回宣讲。

宣讲会上，宣讲员讲事实、说理
论、谈政策，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
解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惠民政策，
讲述“人民楷模”布茹玛汗·毛勒朵
等人的感人事迹，生动系统地阐述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核心要义、实
践要求等，引导听众从中感悟家乡
巨变、汲取奋进力量。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认真
聆听宣讲、积极交流发言。木垒镇
迎宾社区干部武娅茹说：“宣讲很
精彩，我深受鼓舞。我要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融入自己的工作中去，加
大为群众服务的力度，深入群众家
中送政策、送服务，为他们纾难解
困。”

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宣讲员刁鹏
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身边的人、身边
的故事去教育引导身边的人，让党的
二十大精神传到千家万户、入脑入
心。”

据悉，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还将
深入我州各地，巡回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
层落地生根。

自治区党委讲师团来昌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百姓巡回宣讲

本报讯 记者毛瑞芳报道：8月7日，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选出
并公示，新疆作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
巴》入围。

茅盾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是我国文
学最高奖。本届茅盾文学奖共有238部作品
参评，均为2019年—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本巴》是刘亮程历时近 4 年完成的
长篇小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蒙
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
逝去的童年。故事的主人公是几个孩子，
他们在青春王国里玩着搬家家、捉迷藏、
做梦梦游戏，将沉重的现实变得轻盈，指
向一种自由的、原生的初始状态，体现出
对回到童心、童年和人性最初的渴望。小

说以瑰奇的幻想和深刻的哲思给人巨大
的冲击，被誉为“2022年中国长篇小说创
作的景观式存在”。

刘亮程说：“《本巴》是我写得最愉快
的一部小说，也是我写给自己的童年史
诗，是我写作历史中最天真的一次。”

有读者则称，《本巴》有着《巨人传》式
的狂欢，《堂吉诃德》般的天真，以及卡尔
维诺式的轻盈。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这样评价：“从《一个人的村庄》到

《本巴》，刘亮程一路走来，堪称新疆辽阔的
大地和天空所淬炼出的优秀作家。”

2013年冬，刘亮程在木垒县英格堡乡
菜籽沟村开启了耕读生活，创建菜籽沟艺

术家村落，并倾力打造以传播国学与现代
思想为己任的木垒书院。十年间，他在理
想与现实间诗意栖居，在菜籽沟写出了两
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2019 年，

《捎话》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刘亮程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新

疆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
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

《捎话》《本巴》等著作50余部，获鲁迅文学
奖等诸多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文、阿拉伯
文、韩文、马其顿文等，相继在国外出版。
有数篇文章被选入全国中学、大学语文课
本及香港中学《中国语文》教材，被誉为“乡
村哲学家”“当代庄子”。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公示

新疆作家刘亮程《本巴》入围

本报讯 记者杨鹤报道：8月8
日，以“凝聚百强企业智慧 共促八
大产业发展”为主题的“500强企业
新疆行”活动走进昌吉。世界 500
强企业负责人、行业龙头企业代表
汇聚一堂，凝聚智慧力量，寻找合作
交流、互利双赢的商机，探索做大做
强新疆“八大产业集群”的方法和
路径。

来疆企业负责人、企业家先后
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新疆农业博览园、特变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总部、新疆笑厨食品有
限公司、天山北麓葡萄酒风情街，对
昌吉州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疆“八大
产业集群”中的相关产业项目和企
业发展历史沿革、企业文化、文旅融
合等内容进行考察调研。

“我们企业在此次‘新疆行’中
收获颇丰，不仅和昌吉达成合作，还
捕捉到更多产业投资商机。我们将
和昌吉州政府积极对接洽谈，加快
签约项目建设进度，争取项目早日
投产。”北京百斯德新能源科技集团
总经理黄彬说。

此前，“500 强企业新疆行”在
乌鲁木齐举行产业对接会。北京百
斯德新能源科技集团与昌吉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签约新能源、锂
电池等领域产业项目，投资金额25
亿元；中能建储能科技（武汉）有限
公司与呼图壁县人民政府达成合作
意向，计划投资 50 亿元，拟规划建
设新能源发电项目和储能项目，预
计项目于2024年底建成投产。

“500强企业新疆行”活

动走进昌吉

8月6日，位于呼图壁县五工台镇
的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
生产车间内忙碌工作。该企业是目前
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气流纺纯棉纱生
产基地，也是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目前，企业产销两旺，日产棉纱
近100吨，较去年同期提高50%以上。

本报记者 陶维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