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要闻
2023年8月25日 星期五编辑：喻兰 版式：任宝红

本报讯 记者刘新新报道：8月
23日，在中粮屯河昌吉番茄制品有
限公司番茄加工厂，一辆辆铲车装载
机正在忙碌作业，把蓝色大桶真空包
装的番茄酱四桶一批称重装进物流车
厢。眼下，正值番茄成熟采收季节，
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粮番茄）的各大番茄加工企业开足
马力加紧生产。

“每年 7 月下旬到 9 月是番茄采
收加工期，我们采用国际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从田间地头到车间，仅
用 6 个小时就可以加工一桶番茄
酱。”中粮番茄副总经理冯廷军指着
厂区内来回穿梭、繁忙作业的铲车
说，“这些大桶番茄酱主要是出口国
外，一铲车称四桶，单件约重 230
公斤，合计一吨重，称重装车后就
被运往沿海城市的码头过关出海，
送往全球各地。”

中粮番茄是中粮集团旗下中粮
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主营业务是番茄加工生产及其
他果蔬产品加工、销售，在全国拥
有12家番茄加工厂，可年产大包装
番茄酱30万吨、番茄粉6000吨、番
茄油树脂 10 吨、辣椒酱 15000 吨、
浓缩杏浆3500吨。产品主要出口到
日、韩、东南亚、中东、欧洲、非
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知
名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新疆的一家老牌番茄生产
企业，中粮番茄在新疆已发展经营
了20多年，在昌吉地区种植8万亩
番茄，在昌吉市、吉木萨尔县、玛
纳斯县建设经营3家番茄加工厂。

冯廷军介绍，中粮番茄核心业
务都在昌吉州，研发中心、种子企
业、番茄粉厂都落地在昌吉州。昌
吉州是中粮番茄全产业链条最集中
的地区，目前，在昌吉州区域内形
成了集育苗、种植、采摘、加工、
生产、技术研发、销售物流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条。

“我们在昌吉州的3家番茄加工
厂日处理鲜番茄14000余吨，年产大
包装番茄酱12万吨，昌吉番茄粉厂
年产番茄粉6000吨、番茄油树脂10
吨。”冯廷军表示，近年来，公司通
过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番茄种植技
术、采收设备，努力改善当前种植采
收条件，番茄种植技术水平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平均每亩产量达到8吨以
上。番茄原料质量高、成本稳定，每
年年初公司和农户签订合同，从番茄
育苗到种植、采摘全过程辅助指导农
户，丰收期是应采尽采、应收尽收，
有效保障了农户收益。

中粮番茄是中国第一、世界第
二的番茄加工企业，鲜番茄年产量
170 万吨，占中国总产量的 30％以
上，最初是以出口业务为主的一家

老牌中国番茄企业，生产的大桶番
茄酱原料 60％出口到国外。近年
来，随着市场形势变化和国内消费
需求的变化，中粮番茄也逐渐转变
经营策略，将目标投放到国内市
场，研发生产出了番茄酱料、饮
品、沙司等一系列符合国内居民饮
食需求的小包装产品。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首届番茄节
即将举行，作为活动主要承办方，
中粮番茄将在番茄节期间举行番茄
市集巡展、品鉴番茄宴活动，牵头
举办产季产销分析会、产业发展座
谈等业务接洽行业交流活动。

作为国内领先的番茄企业、国
内番茄行业“老大哥”，中粮番茄对
此次番茄节有很多期待，也必将展示
第一风范。冯廷军说：“国内番茄产
业市场广阔，是一片蓝海，此次中国
罐协首届番茄节是把新疆‘红色名
片’亮出来的好机会，可以让更多人
认识了解新疆的优质番茄。作为番茄
节参与单位，我们也会和广大合作伙
伴、客户共享番茄盛宴，和同行企业
分享交流番茄的最新国际化市场信
息，和科研机构共同探讨番茄产业的
发展趋势和合作机会，与大家共同发
掘番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共谋番
茄产业的未来发展，让新疆的‘红色
产业’走出去，提升新疆番茄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吴杰、
朱明敏报道：8月21日，记者从人民
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获悉，今年以
来，昌吉州通过实施发挥货币政策
引导作用、优化金融产品满足个性
化融资需求、扩展自主降费优化服
务 等 措 施 ， 有 效 降 低 企 业 融 资 成
本。2022 年以来，昌吉州银行业金
融机构通过主动承担中小微企业客
户、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的抵押登记
费、评估费、公证费、各类手续费等70
项降费项目及优惠措施，合计减费
让利2840余万元。

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深入推
进市场利率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
至今年7月末，全州银行业金融机构
新发放贷款利率为 4.81%，较去年同
期下降 16 个基点，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

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用好用

足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小
微贷款阶段性减息政策，引导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进一步降
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信用贷
款投放，积极提供展期续贷支持，
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今年
1—6 月，累计向地方法定代表人金
融机构发放再贷款 19.48 亿元，同比
增加1.77亿元，将央行低成本资金传
导至薄弱领域。

农业银行昌吉分行利用“小微 e
贷”产品有效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
道，多措并举为辖区小微企业提供优
质金融服务；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加
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优惠力度，为科技创新企业减负增
效；华夏银行昌吉分行持续提升贷款
定价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以“量”
补“价”；奇台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利
率手段对企业类、新增企业封闭运行
类贷款及关联贷款实施分层管理、分
类定价，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利
率。

全州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优化银
行放贷流程，引导银行机构下放授信
权限，简化贷款审批资料、缩短审批

时间，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
面扩、价降。截至今年6月末，全州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59.37亿元，同比
增长22.58%；贷款户数2828户，同比
增长 5.05%。上半年，新发放小微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03%，同比
下降29BP。

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从宣传
培 训 、 自 主 降 费 、 督 查 暗 访 等 方
面，扎实推动支付服务减费让利政
策直达市场主体，辖区金融机构遵
循“应减尽减、应免尽免”原则，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位结算
账户管理费和年费、对公跨行转账
汇款手续费、票据业务相关费用、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等采取一系列降
费措施。2022年至今年7月末，昌吉
辖区银行机构仅支付手续费一项就
累计降费 172.7 万元，惠及市场主体
12000 余家。为确保降费工作取得实
效，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对辖
区 1819 家小微企业及 2111 家个体工
商户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电话回访，
对各类市场主体支付服务需求及对
现行降费政策满意度等内容进行跟
踪，及时改进完善降费工作。

本报讯 记者于瑶报道：8月23日下午，
2023 年新疆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演示展示交
易会农机科技创新讲坛举行。讲坛以“重标
准 强专利 推进农机再创新”为主题，邀请国
内农机科技专家、律师开展专题讲座，来自新
疆农业机械学会、新疆农机合作服务联合会
的会员和全疆各地的农机合作社代表聆听了
讲座。

此次讲坛共设置了农业机械技术创新与
团体标准、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新疆优
质棉生产之脱采收一体化技术体系三个
专题。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所长、高级工程师
文红梅介绍了什么是团体标准及制定意义，
新疆农业机械技术创新与团体标准工作现
状；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民事和行政诉讼资格
专利代理师陈贞健，结合相关案例解读了最
新修改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如何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等内容；自治区农机合作服务联
合会会长翟辉以棉花脱叶和采收环节为切入
点，讲解了棉花脱叶、采集、收储等一体化技
术体系。

阿勒泰地区农机合作服务联合会会长赵
勇说：“我学习到了一些前沿知识，比如说专
利技术的应用、标准化工作对企业的帮助、棉
花脱采收一体化技术的优势等。回去以后我
要把学到的经验、知识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推动当地农机产业的发展。”

新疆现代农机装备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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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实施70项降费项目助力企业发展
2022年以来，全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减费让利2840余万元

中粮番茄

展示“红色名片”打响新疆品牌

聚焦中国罐协首届番茄节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秦秀、刘橙
宗报道：8月18日4时许，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吉泉直
流工程）年内输送电量达400亿千瓦时，有力
地缓解了华东地区用电压力。

据了解，吉泉直流工程是世界输电技术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首次采用±1100千伏直
流输电电压等级，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
西、河南、安徽六省区，有力地促进了新疆丰
富能源消纳，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输送电量400亿千瓦时可减少消耗128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硫10.88万吨、二氧
化碳 3456 万吨、氮氧化物 9.472 万吨，对“双
碳”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昌
吉换流站站长王鸿介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
公司把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作为最首要的
责任，抓实抓细生产基础工作，强化设备监
控、日常维护、特巡特护质效，掌握设备运行
状态，坚持“四个管住”，确保现场作业安全规
范；建立缺陷隐患处理闭环机制，应用多元
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数据分析精准
度；开展应急处突、消防火灾实战演练，加强
换流站与消防队间的协作能力，保障“疆电外
送”大通道安全稳定运行。

王鸿表示，本年度昌吉换流站加大缺陷
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做好人才储备培养，加强
党建赋能工作，始终围绕安全生产核心业务，
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截至18日，吉泉直流工程累计外送电量
2264亿千瓦时，最大输送功率1100万千瓦，
日外送负荷最高达2.436亿千瓦时，安全运行
1423天。

吉泉直流工程年内输送

电量突破400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