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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惠英报道：近年
来，昌吉州牢牢抓住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机遇。截至目前，昌吉州绿色信贷余额
373.28 亿元，同比增长 33.49%，连续 10
个季度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先后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 95 项，其
中，20项改革经验纳入全国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经验和典型案例汇编，16项改革
经验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推向全国。

昌吉州以产品和服务创新为载体，
赋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在全疆率先实
现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全覆盖，提升绿色
金融专业服务能力。截至目前，昌吉州
设立 32 家绿色事业部和专营机构。26
家金融机构签订自律公约，推动金融机
构主动参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昌吉州多途径创新绿色金融融资渠
道，构建多元化产品服务体系。金融机
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昌吉州
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昌吉农商银行成功发行1.12亿元

绿色金融债券，成为新疆农信系统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新标
杆。昌吉农业银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办理了全国首笔“植物新品种”质押贷款
0.5亿元，解决了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问题。

昌吉州在全疆率先试点建设工业企
业碳账户。为帮助工业企业摸清碳排放

“家底”，找准减碳降碳短板，昌吉州建立
“昌吉州工业企业碳账户管理平台”，帮
助企业算清减碳降碳“数据账”，绘制企
业减排“碳画像”，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
数据支撑。截至目前，昌吉州工业碳账
户系统具备发电、电解铝、化工、石油化
工、独立焦化等行业的核算功能，纳入
45家试点企业，占万吨能耗以上企业数
量的53%，全州金融机构依托碳账户累
计提供218.7亿元信贷支持企业碳减排，
切实发挥了金融资源对工业企业低碳
化、减碳化创新发展的支持作用。

昌吉州出台全疆首个《金融支持昌
吉州降碳转型升级项目认定办法》《金融
支持昌吉州降碳转型升级企业认定办
法》和《昌吉降碳转型升级项目目录》，通
过“一目录两办法”，按照“行业有序达
峰、降碳稳步推进”的原则，制定不同行
业 2023 年—2025 年阶段性降碳转型目

标，有序推动“十四五”期间经济转型升
级发展，确保金融精准支持高碳行业低
碳转型有据可依。

昌吉州引导金融机构丰富绿色产品
创新供给，推广应用 145 个绿色金融产
品，为昌吉州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产品和
服务支持。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绿色
金融融资对接专场活动，向各家金融机
构推介60个涉及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
碳减排技术改造等重点领域项目，授信
49.5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绿碳融”
贷款5.05亿元，利率较普通贷款低2个百
分点，切实将优惠政策传导至企业。依
托碳账户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经验中，有4项被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局收录到绿色金融典型案例汇编中。

昌吉州组织辖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开
展绿色项目库申报工作，为企业申报自
治区绿色项目库提供咨询帮助，要求各
家金融机构牢牢把握绿色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发展主线，不断丰富绿色产品供
给，积极探索排污权质押融资渠道，解决
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昌吉州经济绿色
低碳发展。截至目前，昌吉州绿色项目
库入库项目 828 个，其中绿色项目 339
个，已获得融资支持651亿元。

罗正东是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新地村
正东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经过
多年的努力，他和社员积累了丰富的大
蒜种植经验，在致富道路上拨响了金

“蒜”盘。9月4日，记者慕名前往罗正东
的百亩白皮大蒜种植基地进行采访。

在种植基地，罗正东和社员们正忙
着采挖大蒜，大家分工合作，采挖、分选、
包装、运输，忙碌而有序。

罗正东告诉记者：“今年合作社共种
了106亩大蒜，因为雨水多，所以大蒜长
势好，产量好，价格也高。按照目前行情
计算，每亩大蒜收入在1万元左右，总产
值可达100多万元。”

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山脉东段北
麓，有着悠久的大蒜种植历史，其独特的
山区气候加上适宜的海拔，造就了吉木
萨尔白皮大蒜，其具有味醇香辣、质地紧

密、大蒜素含量高、氨基酸种类全、耐贮
易运、久不变味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
爱。为了打响白皮大蒜名声，推动规模
化种植，新地乡通过“致富带头人+合作
社+村民”的生产经营模式大力发展蒜
产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7月，
正东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合作社成立后，统一推行绿色生产模
式，以种植白皮大蒜为主，统一新品种引
进和种植技术，确保大蒜的整体品质；购
进有机肥，增强土地肥力；使用蒜氨酸调
节剂，增加蒜氨酸含量；引进大蒜播种机、
大蒜收获机，降低劳动强度和种植成本；
邀请新疆农科院专家到田间地头为蒜农
授课、技术指导……合作社大蒜种植逐步
向科学化、绿色化、机械化方向发展。

合作社还与塔城地区拜城县、克州
阿合奇县等地大蒜种植合作社合作，开
展种植技术交流和异地换种，进一步提
升大蒜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今年，我们
通过县上的大蒜产业提质增效项目从南
疆引进了70多个蒜种，从甘肃省民乐县
引进了20多吨蒜种，为解决南部山区大

蒜品种退化问题，进一步做大做强大蒜
产业奠定了基础。”罗正东说。

最近几年，合作社跟国内其他省份
的几家保健品公司合作，把大蒜通过礼
品盒的方式销售到内地9个省市，打响
了吉木萨尔县白皮大蒜的知名度。合作
社也因此名声鹊起，吸引越来越多的村
民吸引加入了合作社，截至目前，合作社
共有社员21户。目前，合作社白皮大蒜
年种植面积均在100亩以上，亩产1吨左
右，亩均经济效益超过1万元。

近年来，为了擦亮白皮大蒜“招牌”，
吉木萨尔县相继建成了绿色食品原料（大
蒜）标准化生产基地、大蒜良种繁育基地，
并通过实施白皮大蒜提质增效工程，加大
政策补贴投入，为大蒜产业发展保驾护
航。“在大蒜种植补贴方面，从外地引进新
品种种植每亩补助1200元，种植本地老品
种每亩补贴850元；在机械化推广方面，蒜
农购买机械有50%的补贴。”罗正东说，今
后，合作社还要继续扩大大蒜种植规模，
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带动更多村民采用更
先进的种蒜技术种出优质的大蒜。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9 月 14
日，自治区“中小企业助企纾困地州行活
动”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
下简称：昌吉高新区）举办。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
工信厅、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人社厅、
新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会等部门单
位的有关负责人，区、州有关部门和金融
机构负责人围绕《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解
读等内容，分别为昌吉高新区、各县市有
关企业负责人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讲解和
培训；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昌吉州分行、华夏银行昌吉州分行负
责人还为参会的企业负责人介绍了专精
特新政策和相关金融产品，并为遇到难
题的企业进行答疑解惑。

高晓燕是新疆智慧疆能线缆有限
公司的经理，公司最近遇到了融资方
面的难题，这让她很是困惑，借助这次
参会的契机，高晓燕向有关部门负责
人请教。“经过有关部门人员细心解
答，我找到了突破当前困局的方法，这
对我们企业未来发展帮助很大，非常
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高晓燕高兴
地说。

随后，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走
进了新疆维格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
疆辉腾塑胶有限公司、新疆新铝铝业有
限公司、新疆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
通利塑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详细了
解各企业当前生产情况以及下一步经营
计划，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询问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现场为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相关解答。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随着机
器轰鸣声响起，残膜回收机快速卷起残
膜收至后置机筐内，再经过旋耕机深松
机作业，机械所过之处土地变得干净平
整……9月11日，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
农业科技创新局组织老龙河片区种植户
和农场负责人在福田农场举行残膜回收
现场会，进一步推广残膜机械化回收技
术，治理残膜污染，保护土壤环境。

在现场，工作人员操作残膜回收机
向种植户和农场负责人演示了残膜回收
过程，并详细介绍了残膜回收机械的特
点、使用技巧等实际操作功能。与会者
分别就残膜回收机械使用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残膜回收的典型做法和先进
经验进行了交流探讨。

“我们召开现场会，就是让大家能够
详细了解残膜对土壤的危害性，提高大
家回收残膜的意识，降低耕地中地膜的
残留量，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昌吉农高区农业科技创新局干部李雨沁
说。

地膜覆盖是一项成熟的农业生产技
术，起到了保水保肥作用，但地膜在农田
里极难降解，不仅影响农作物产量，还污
染环境。

昌吉农高区福田农场负责人周峰告
诉记者，福田农场目前可耕种的土地有
4200 多亩。“为了保证土地可持续性耕
作生产，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残
膜回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地膜残存。”
周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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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助力昌吉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拨响金“蒜”盘 增收有胜算
本报记者 陈传松 通讯员 任东升 王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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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木垒县雀仁乡五棵树
村，村民正在打包骆驼奶制品。

近年来，雀仁乡发挥资源优势，
多措并举大力发展骆驼养殖业，现
有骆驼养殖大户30余户，共有骆驼
6000余峰。2022年1月成立的木垒
县福源驼奶集售农民专业合作社，
与全县100余户骆驼养殖户签订驼
奶收购协议，每月收购和销售驼奶
28吨。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