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吉州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量质齐升
建成区级以上创新平台158个，预计年底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2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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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史晶报道：8月9日，在昌
吉市二六工镇幸福村村民马红奎的番茄地
里，番茄采摘机来回穿梭采收着番茄，几辆中
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派来的大卡车停靠在一
边等着装番茄。

进入8月，昌吉市种植的6.87万亩制酱番
茄陆续进入了采收期，昌吉市具有独特的地
理位置优势，所产番茄糖度高、红色素高、亩
产高、出酱率高。近年来，昌吉市大力发展制
酱番茄种植业，采用“农户+企业”的产业化运
作模式。

马红奎是当地番茄种植大户，他从2016
年开始种植制酱番茄，从最初的70多亩发展
到今年的4200亩。2018年，他与几位村民成
立了昌吉市金天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今
年合作社流转4200亩土地种植制酱番茄，其
中 3000 亩制酱番茄是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
司的订单，今年制酱番茄的收购价是0.54元1
公斤，亩产可达到 9 吨多，马红奎粗算了一
下，今年的毛收入可达1800万元左右。

马红奎表示明年将继续扩大制酱番茄种
植面积。马红奎向记者介绍，番茄收储加工
企业与种植户进行合作，签订种植收购合同
后，企业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让番茄
的品质有保证，种植户增产增收有保证，实现
农户与企业双赢。

本报讯 通讯员张利军、朱俐遐报道：连
日来，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商务工
信局、财政局、人社局等13个部门开展“个体
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以“精
准服务、优化环境、提升质量”为主题的第二
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街入户向商户宣传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和《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实事、解民忧”纾困解难的若
干措施》等政策，宣传“个转企”改革等相关内
容，让商户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满足企业和群
众办事需求为出发点，每天安排两至三名工
作人员在自助服务区，对办事群众开展帮办
代办服务，让办事群众既能体验到服务“速
度”，又能感受到服务的“温度”。

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抖音平台
制作视频指南并公示年报流程详解，手把手
指导个体工商户开展年报工作；依托市场监
管综合系统，筛选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企业名单，通过多种方式提醒个体工商户及
时履行相关义务，并告知申请信用修复所需
的材料及相关流程手续，活动开展以来，已
帮助137户个体工商户完成年报补报工作，
将其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为提升景区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增强食
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阜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阜康市城关镇山坡中心村
50 余户食品经营户开展旅游景区食品安全
知识培训，向食品经营户详细讲解《企业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食品安全
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
规，要求食品销售者、餐饮单位认真开展自查
自纠，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活动开展以来，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群众开展帮办代办服务269件，受到群众
好评。阜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持续开展

“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不断完善计量
帮扶措施，为中小企业提供上门检验服务
19 次，检定计量器具 554 台（件），减免强检
计量器具的检定费用7.89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史晨报道：8月6
日，自治区召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
建工作推进会，对全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创建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强
调要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建作为科
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昌
吉州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60家，综合
排名居全疆之首，预计年底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突破215家。

高新技术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主体，也是衡量地区科
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近年来，昌
吉州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作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不断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努力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助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政策体系，构建创新主体发
展新生态。昌吉州在全疆率先出台

《昌吉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方
案》及资金管理办法，设立高新技术

企业专项发展资金。吉木萨尔县、木垒
县、昌吉高新区、昌吉农高区、准东开发
区相继出台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奖补政
策，企业创建高新技术企业积极性得到
有效激发。2020 年—2022 年全州高新
技 术 企 业 从 95 家 增 至 169 家 ，增 长
79%；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4.2 亿元
增至 14.1 亿元，增长 236%，技术合同成
交额从 2000 万元增至 4.5 亿元，增长20
倍 ；知 识 产 权 拥 有 量 从 1425 项 增 至
3041项，增长113%，高新技术企业引领
作用和示范效应显著增强。

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引领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昌吉州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行动，组织州直相关部门横向联
动，建立梯度培育、三级包联帮扶和月调
度机制，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培育。全
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2022 年减免企业所得税 18.6 亿元，其
中，加计扣除研发费用9.9亿元，高新技
术企业创建工作实现量质齐升。

提升服务效能，实现企业创新发展

新跨越。昌吉州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一对
一”辅导和全流程“一站式”服务。构
筑“众创空间—孵化器—园区”孵化链
条，加速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目前，全州创新创业平台在孵企
业（团队）823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
208家，孵化高新技术企业43家。

强化项目引领，塑造支撑产业发
展新动能。昌吉州深化“政产学研”联
合攻关，设立科技项目储备库。争取
国家及自治区科技项目229项、财政项
目资金4.1亿元，90%以上由高新技术
企业承担，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24.1 亿
元。州本级科技计划拟立项108项，为
争取国家、自治区项目提供预研基
础。通过项目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科
研经费投入，预计 2023 年投入 20 亿
元，同比增长42%。通过项目支撑，目
前我州已建成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
158 个（国家级 38 个），项目和平台实
现重点产业领域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杨勇
福、杨茗茹报道：8月6日，记者从昌吉
州生态环境局获悉：2023 年底，昌吉
州“乌—昌—石”区域将实现散煤基本
清零，预计减排4700吨。

近几个月，昌吉市二六工镇十二
份村村民黑金娟已经习惯了用天然气
做饭。“天然气安全便宜又好用，以后
家里再不需要拉煤了。”黑金娟说。

2022年11月初，昌吉州实施的农
村地区清洁取暖“煤改气”项目在二六

工镇十二份村完工，实现通气点火，该村
155 户村民彻底告别了用煤炭做饭、取
暖的日子。

据了解，“乌—昌—石”区域包括乌鲁
木齐市、昌吉市、阜康市、呼图壁县、玛纳
斯县、沙湾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第八师石河子市、第十二师，
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

昌吉州紧盯“乌—昌—石”区域大气
污染突出问题，2019年启动大气重污染
成因与治理攻关“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
究项目，研究结果显示，燃煤源为昌吉州
第一大污染源。为有效降低燃煤源污染
物排放，昌吉州针对散煤开展靶向治理，
2021 年率先在全疆实施全域散煤替代
工程，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
则，大力推进全州农村地区13.2万户清

洁取暖改造和623台65蒸吨以下燃煤
锅炉淘汰替代。

为全面推进“乌—昌—石”区域清
洁取暖改造工程，昌吉州积极申报“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成功获得
9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补贴资金，州级
财政配套资金 15.6 亿元，实行户均 1
万元补贴，进一步减轻农户的资金压
力。昌吉州生态环境局还积极组织申
报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1.18亿
元，支持6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整
治，为加快锅炉淘汰提供资金保障。

2021年至今，全州累计完成农村
清洁取暖改造 61195 户，淘汰替代 6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484 台，共削减燃
煤91.91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379吨、
氮氧化物1011吨、颗粒物9191吨。

昌吉市6.87万亩制酱番茄

进入丰收季

阜康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昌吉州“乌—昌—石”区域年底实现散煤基本清零

8月13日，昌吉市三工镇群众文体中心篮球场上，庙工村的篮球队球员在比赛中进攻上篮。
这场篮球赛是昌吉市三工镇近日举办的第十七届“生命因运动而精彩·乡村振兴杯”农民综合运动会中的一个项目，此

次运动会设有花样跳绳、乒乓球、篮球、拔河等项目，百余名村民在运动场上奋勇争先，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