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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酷热天气里，能给大家带来甜蜜和
清凉的莫过于西瓜。沙瓤、多汁，咬一口下
去，香甜的味道从舌尖一直扩散到全身，这
就是西瓜的魅力。

“今年，我家种植的100亩西瓜七成熟
的时候就被甘肃客商预订了。”9月17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34团职工郭玄
说。这里产的“下野地西瓜”名扬四方。

今年33岁的郭玄和西瓜结缘有20年
了。2003年，13岁的郭玄和父母从河南老
家来到134团，父母在当地种植西瓜，22岁
后他开始自己种植西瓜。谈起下野地西瓜
的独特滋味，郭玄说：“下野地西瓜就是藏
在沙土地里的宝藏。”

凭借糖度高、水分足等特性，下野地西
瓜年年都不愁销路。郭玄说，今年6月底，
甘肃来的客商看中了他家种植的西瓜，直
接交了预付款。虽然当时市场行情还不明
朗，但客商表示价格不低于市场价。

7 月初，郭玄家的第一茬西瓜以每公
斤1.6元的价格卖给了这位甘肃客商，第二
茬西瓜也卖出了每公斤0.8元的价格，100
亩西瓜让郭玄一家收入40余万元。

“目前，134团下野地镇种植西瓜2800
多亩，平均亩产7吨左右，每亩西瓜平均收

入 3000 多元。成熟后的下野地西瓜 70%
左右销往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134
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屈鹏辉说。

屈鹏辉介绍，由于今年种植面积扩大、
单个西瓜个头过大等原因，部分地区的西
瓜批发价格有所下降，但主攻国内高端市
场的下野地西瓜价格反而出现了上涨的情
况，往年第一茬西瓜的售价为每公斤 1.1
元，今年涨到1.5元以上，这充分证明国内
高端市场对新疆西瓜品质的认可。

不仅如此，下野地西瓜还先后完成了
“下野地西瓜”商标注册、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取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给自
己立起了一块金字招牌。

在新疆，好吃的西瓜不仅仅在下野地
镇，还有吐鲁番西瓜、库尔勒上户镇西瓜、
昌吉老龙河西瓜……西瓜是新疆分布面积
最广、种植地域最大的瓜果品种，这些西瓜
分布的南北疆沙漠边缘地带，有着相似的
土壤成分和相近的气候条件，加之日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奠定了新疆西瓜在瓜果
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

虽然新疆西瓜产地不同，但相同的是，
这些地方都围绕西瓜做起了文章，给西瓜
赋予了更多内涵，为扩大西瓜种植规模提

供了强大“基因”——
7月15日，以“瓜果飘香 幸福上户”为

主题的第二届大墩子西瓜文化节在库尔勒
市上户镇开幕，吃西瓜比赛、猜“瓜王”比
赛、舞龙舞狮……以西瓜为媒，架起了乡村
旅游和西瓜之间的桥梁；

在吐鲁番市，当地为西瓜注入了更多
科技元素，先后成立了两家以研究西瓜、甜
瓜为主的自治区级科研机构和一家民办科
研机构，收集、整理、保存国内外西甜瓜种
质资源 2600 多份，培育新品种（系）30 多
个、优质抗病自交系300多份，为种出口感
更好、品质更优的西瓜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西瓜成了网络达人
争相直播带货的特色农产品，昌吉州农业农
村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正携手扩大昌吉西瓜
的“朋友圈”，助力昌吉西瓜销路越走越宽；

……
西瓜作为最具新疆特色的农产品之

一，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辨识度高、消费者
接受度高、市场需求量大等优势，加上西瓜
在各地州市都有广泛的种植基础，种植条
件灵活，既能满足大面积种植的要求，也适
合在房前屋后的庭院种植——所有这些，
让新疆西瓜产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疆西瓜“朋友圈”不断扩大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卫国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冉虎）9月19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信
息显示，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
主板首次公开募股（IPO），获上交所上市
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新特能源此次 A 股 IPO，拟发行不超
过3亿股的A股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不
超过88亿元，用于年产20万吨高端电子级
多晶硅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建设项目。业界
人士认为，新特能源的A股上市，是今年全
球最大的民营光伏行业IPO事件。

新特能源招股说明书显示，2022 年，
新特能源完成了新疆多晶硅生产线技术改

造及以子公司内蒙古新特为实施主体的年
产10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并实现了达质
达产。截至2022年末，新特能源的多晶硅
生产线产能已达 20 万吨/年，处于行业前
列。本次A股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高纯
度多晶硅产能将达到40万吨/年。

据了解，2022年新特能源多晶硅产量
为12.59万吨，销量10.67万吨，是我国多晶
硅领域先进企业。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新 特 能 源 成 立 于
2008 年，主营高纯多晶硅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以及风能、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
营，是特变电工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
市。本次顺利完成上交所 IPO 上市
后，新特能源将成为“A+H”两地上
市的光伏企业。

从新特能源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财务数据看，近三年，新特能源营业
收 入 由 2019 年 的 141.82 亿 元 增 至
2022 年的 375.41 亿元，复合增速约
62.7%；相应的归母净利润则由 6.35
亿元增至133.95亿元，复合增速高达
359.29%，业绩成长性明显。2022 年
净利润更是突破百亿元级别，创历史
新高。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
日报记者逯风暴）9月20日，格尔木至
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开
工建设。

此次开工的格库铁路（新疆段）扩
能改造工程主要包括增开 28 处预留
会让站、新建吐库铁路至格库铁路货
车联络线、库尔勒站和库尔勒东站增
设到发线，以及配套实施牵引供电、电
力配套工程等，该扩能改造工程计划
工期一年半。

格库铁路全长1206公里，其中新
疆段长734公里，于2020年12月全线
开通，成为继兰新铁路、临河至哈密铁
路之后第三条进出疆铁路大通道，也
是中国通往欧洲、西亚的陆路运输大
通道之一。该铁路南端在格尔木连接
青藏铁路，中部在若羌与和田至若羌
铁路连接，北端在库尔勒与南疆铁路
相连，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西部地区尤
其是青海和新疆两省区的铁路网结
构，使南疆地区可直接连通疆外，不再
北行绕道乌鲁木齐等地。

作为连接新疆至青海、西藏、西
南、华南等地的便捷骨干运输通道，格
库铁路承担了沿线地区煤炭、矿产品、
棉花等重要物资运输任务，被誉为“大
漠新丝路”。近年来，随着格库铁路运
量的迅猛增加，既有线运输能力已无
法满足需求，急需扩能改造。

格库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
完工后，将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和运
输保障能力，提升进出疆多通道运输
能力，有力保障通道连通性、可靠性、
机动灵活性，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更好服务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动新疆高质量
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特能源沪市主板上市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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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历史新高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9月15日表示，8月份，我国民航旅客运
输规模创历史新高，完成旅客运输量6396.4万人次，同比增长98%，较2019年同
期增长4.5%。 来源：新华社

新闻简 明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郑卓）借援疆优势，
新疆创新拓展出“跨省通办”新模
式——“援疆通办”。目前，全疆
已有6个地州市梳理并实施对口
援疆省份的异地办理通道。

福建省是昌吉回族自治州对
口援疆省份。9 月 12 日，“闽政
通·吉速办”闽昌两地信息化通道
开通仪式在福州市举行，两地通
过打通彼此信息化通道，在跨省
政务服务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近年来，新疆多地积极开展
与对口援疆省份的政务服务合
作，“援疆通办”朋友圈不断扩
大。去年，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签署深化数字政府建
设合作框架协议，深化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探索“数字援疆”新
模式。通过“粤新通办”服务模
块，双方深化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合作，不断扩展跨省通办事项
范围，实现同一事项两地区无差
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促进政务服
务线上线下相融合。截至目前，
共有 120 项事项可在线上“粤新
通办”服务专区办理，办理地区辐
射全疆各地。

“考虑到援疆省份来伊人员
流动大、政务需求频率高等特点，
我们提出并实施了‘援疆通办’服
务。”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务服务
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勇
说，该州的伊宁市、新源县、昭苏
县、巩留县分别与江苏的南京市、
扬州市、泰州市、张家港市开展

“援疆通办”工作。目前，“两省区
八县市”通过互通互办、设置异地
服务终端等方式，实现“跨省通
办”事项329项。

自治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援疆
通办”是“跨省通办”服务的延伸
和扩充，通过与其他省份深度合
作，实现平台共建共享、信息互联
互通，有效打通企业、群众跨地区
办事难点问题，用扎实的改革成
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更
强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