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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昌吉州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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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产业所需企业所求政策所向。
密集出台《关于支持重点产业关键环节
科技创新率先突破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科技创新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等8项科技新政，聚焦重
点产业所需企业所求，调整科技政策支
持方向和重点，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

性，驱动人才、资金、平台、项目等多重创
新要素向重点产业覆盖，实现科技政策
精准滴灌，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创新驱
动发展能力得到系统提升，预计2022年
R&D经费投入20亿元，投入强度达1%，
2023 年上半年统计完成全社会研发投
入16.83亿元，投入强度显著提升，全社

会创新氛围愈加浓厚。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在

迈步现代化昌吉州建设的宏伟征程中，
昌吉州科技系统上下正以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姿态，擎创新之

“旗”，弄时代之“潮”，为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新疆实践的典范地州提供最强引擎。

““创创””出一片新未来出一片新未来
———昌吉州科技创新工作综述—昌吉州科技创新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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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今年以来，昌吉州科技
局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州战略，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通过一系列
务实创新举措凝聚起科技创新合力，补齐
科技创新短板，激发科技创新动能，取得了

显著成效。如今，优秀人才扎根昌吉，创新
成果遍地涌现，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在这
片热土不断萌芽、长出新叶，成为昌吉州开
辟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美丽底色。

以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建设
为核心，加快推动三大国家级园区建设。

昌吉高新区建设“天山慧谷”迈出新
步伐。围绕州党委确定的“优先发展区”
的功能定位，全面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步
伐。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1家，数量居全
州县市（园区）之首。实施科技、人才计
划27项，争取经费3895万元，带动企业
投入1.59亿元，加快推进特变电工和蓝
山屯河科技城建设，增强高新区在先进

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带动能力。

昌吉农高区建设“绿色硅谷”再上新
台阶。依托西部中心，统筹疆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力量，构建“3+6”（3家科研机
构、6 所疆内大学）创新发展格局，共同
实施科技项目90项，争取项目经费1.63
亿元，建立棉花“科研种子生产加工流通
纺织服装”全产业链体系，全面推进优质
棉、智慧农业、现代种业等领域科技创
新，引领带动全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准东开发区建设“能源智谷”开创新
局面。围绕现代煤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等六大主导产业，设立科技专项经费
6000 万元，争取国家、自治区重点计划
项目11项，项目资金6101万元，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 47 项，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22.7亿元。“两院一中心”建成运行，首届
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成功召
开，浙江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5家研学
单位实习基地成功落地，准东开发区创
新动能持续提升。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八
大产业集群”和我州优势特色产业，发挥
政府在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深化

“政产学研”联合攻关，滚动建立昌吉州重
点产业链创新图谱，设立科技项目储备

库，动态更新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523项。今年来，
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科技项目支持，申
报自治区级科技计划项目319项，人才项
目174项。编制州、县两级科技支撑产业

高质量发展项目计划，拟立项项目108项，
实现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对“八大产业集
群”和全州优势特色产业全覆盖。登记技
术合同112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达到
4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72.73%。

全方位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构建“初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梯
度培育机制和州、县、部门三级领导包联
帮扶机制，建立高企培育库，落实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奖补政策，兑现2022年认定
高企、创新平台等奖补资金 6882 万元，
形成企业不仅“比规模、比利润”更要“比
设备、比研发”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引
领一大批小微企业走上科技创新之路。

截至目前，高新技术企业169家，同比增
长48%，总数位居全疆第二。科技型中
小企业 206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26
家，实现各类创新主体量质齐增，创新活
力充分释放。

优化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依托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国家队”力
量引进建设一批“国”字号科研创新平
台，国家重大科学装置“110米口径全向
可动射电天文望远镜”“国家农业生物安
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加快建设，“丝路
联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国家棉花

技术创新中心昌吉分中心”等多个国家
级创新平台梯次落户昌吉。全州首个国
家创新型产业集群—“昌吉高新区智能
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创新型产业集
群”成功获批，泰昆集团、九圣禾等4家
企业入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新疆生猪
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通用塑料

高性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自治区
绩效考核中均获优秀，天宜成众创空间、
准东科技孵化器等自治区级平台验收通
过，准东开发区现代产业学院揭牌成
立。截至目前，全州已建成自治区级以
上各类创新平台 158 个（其中国家级创
新平台38个）。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贯彻落实国
家、区州人才政策，强化产业需求与人才
引育双向衔接，不断加强创新人才团队
引育力度。高质量申报国家重点人才计
划 17 项、自治区“天山英才”培养计划
157项，特变电工“新能源高效节能变压
器研发创新团队”和西部中心“中早熟棉
花遗传改良创新团队”成功入选自治区

天山创新团队。依托中国农科院等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组建“西部作物生物
安全防控创新团队”等10支国家级创新
团队，建成中信国安、慧尔农业等4个自
治区级引才引智示范基地，先后吸引了
50 余名高端外国专家来昌兴业发展。
释放智库发展效能，布局“一个重点产业
一名院士（或战略科学家）领衔+创新团

队”的攻关模式，吴孔明、杨德仁、肖文
交、何雅玲、王成山、彭苏萍、任发政等
15名“两院”院士专家走进昌吉，献智庭
州。

截至目前，全州共有科技创新团队
81个，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33名，青年科
技人才215名，备案科技特派员1443名，
居全疆第一。

把项目落在最关键▶

把企业摆在最高位▶

把平台建在最前面▶

把人才置于最核心▶

把政策出在最需处▶

近期，《自然》杂志刊文称，詹姆
斯·韦布空间望远镜（以下简称：韦布
望远镜）的探测数据首次显示，水蒸气
存在于太阳系主带里德彗星的周围。

“主带彗星存在于火星和木星轨道
之间的小行星带。”澳门科技大学助理
教授余亮亮说。主带彗星是天文学家
近30年发现的一类活跃小天体，是被认
为内部含有水冰的主带小天体，但之前
一直缺少强有力的直接证据，韦布望远
镜的新发现证实了这一观点。

富水彗星带来新证据

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位置，一开始
就不是沸点极低、比重极轻的水该待
的地方，这是太阳凭借高“体温”定下
的规矩。不料地球是个“钉子户”，有
着非常例外的水，甚至水占到地球表
面积的71%。

那么问题来了，地球形成时所在
的太阳原行星盘温度很高，水汽应该
无法凝结到原始地球上。过去的主流
观点是，地球之水是彗星和一些小行
星带来的。彗星由冰、灰尘和岩石物
质组成，是富含水冰的小天体。当彗
星接近太阳时，它的冰开始升华产生
气体向外喷发并吹走表面的小颗粒尘
埃，使它有一个朦胧或多云的光环，被
称作“彗发”，长长的尾巴则是“彗尾”。

余亮亮认为，里德彗星彗发中的
水分子，证明主带中应当存在大量内
部结冰的小天体。它们的水冰主要深
埋地下，通常气体产量很低。倘若发
生撞击事件，局部地区地下水冰暴露
出来，就会产生类似彗星的彗尾，于是
变成了主带彗星。“主带小天体比周期
彗星更容易迁移到地球轨道附近，一
定程度上支持了主带结冰小天体为地
球‘送水’的可能。”

主带结冰小天体或也是“送水员”

主带结冰小天体为地球“送水”同
样充斥着不确定性，挑战来自氢同
位素。

此前，科学家们分别统计了地球水
以及三个著名的大彗星——哈雷、百武
和海尔波普的氘氢比（D/H），发现彗星
水的氘氢比居然比地球水高出两倍多。
如果地球上的水全是彗星带来的，氘氢
比值应该一样才对。“这意味着，地球水
应当不完全来自彗星。”余亮亮说。

有研究表明，来自小行星球粒陨石
的氘氢比小于地球。“地球水的氘氢比
介于小行星和彗星之间。原行星盘中
的小行星在水的雪线（凝结点线）内侧
形成，是缺水的，彗星在雪线外侧形成，
是富水的。”余亮亮分析，一定比例的小
行星和彗星都撞击地球后，它们带来的
水混合后，可以解释地球水的氘氢比介
于小行星和彗星之间这个问题。

余亮亮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可
能存在某种物质组分介于小行星和彗
星之间的小天体，位于雪线附近。它
们给地球输送了水，所以氘氢比也介
于小行星和彗星之间。”

太阳系中，水的雪线位于主带中
间位置。“主带彗星的发现及韦布望远
镜证明其确实存在水分子，证明了雪
线附近确实存在物质组分介于小行星
和彗星之间的结冰小天体。它们可能
给早期地球带来了水源。”余亮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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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水到底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