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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德峰报道：11月
2 日早上，笔者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工镇
八户村的高标准冬小麦农田，一片片绿
油油的麦苗随风摇曳，小麦苗匀根壮，生
机勃勃，长势喜人。

二工镇八户村村民李军说：“今年我
种了400亩冬小麦，目前小麦长势良好，
近期我要紧抓有利时机，做好田间管理，
为冬小麦安全越冬做好准备，希望来年
有个好收成。”

在开展冬播工作前，二工镇抢抓
时间进度，早安排、早部署、早实
施，科学规划种植区域，引进冬小麦
优良品种的同时，积极推广滴灌和干
播湿出技术等，实现了冬小麦种植良
种化、机械化、标准化。目前，全镇
3 万亩冬小麦呈现出苗齐苗壮的喜人
景象。

“我们镇是 9 月底开始播种的，近
期的主要工作是给麦子增加水肥，到冬
天可以有效防冻防虫，为明年丰产丰收
打好基础。”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党委书
记韩飞说。

近年来，吉木萨尔县二工镇积极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技
术指导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管理水
平，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良
好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白珂报道：
眼下正值秋冬交替时节，昌吉市林草部门
动员各乡镇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种植
户利用机械和人力，开展葡萄压埋工作，
确保全市3.3万亩优质葡萄温暖过冬，为
明年葡萄增收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昌吉市三工镇是全市鲜食葡萄种植
面积最大的乡镇，现在全镇1.6万亩葡萄
压埋工作进入高峰期，各村组织人力和机
械加快葡萄压埋进度。今年，昌吉市福林
葡萄专业种植合作社在该镇种植了3000
亩立架鲜食葡萄，收获葡萄3500吨，产值
突破1200万元。目前，合作社正在安排社
员开展葡萄越冬埋藤工作。与往年不同
的是，合作社今年采用昌吉市林草部门
从山东潍坊引进的554四驱大马力葡萄
埋藤机开展葡萄越冬埋藤工作。昌吉市
福林葡萄专业种植合作社农机操作手孟
学林说：“昌吉市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给我们协调了4台葡萄埋藤机，
每天可作业100亩左右，相当于400个人
一天的工作量。”

这两天，在昌吉市大西渠镇玉堂村，
5200 亩棚架鲜食葡萄越冬埋藤工作已
经接近尾声，市镇两级林业技术人员来
到村里，指导葡萄种植户做好葡萄越冬
埋藤工作。

据了解，今年，昌吉市葡萄种植面积
达3.3万亩，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26家，种
植大户1200余户，主要分布在昌吉市三工
镇、滨湖镇、大西渠六工镇等。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林果科科员段艳茹介绍说：“我们从
10月20日开始动员葡萄种植合作社和
葡萄种植大户开展葡萄下架冬埋工作，
调用20多台葡萄埋腾机，安排15名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全程指导。目前，已压埋
近2万余亩，其余工作在11月10日前全
部完成。”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马军报
道：近日，记者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了
解到，今年昌吉农高区 1.1 万亩加工番
茄，总产量10.45万吨，年产值超五千万
元。小番茄变身“致富果”，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胡杨掩映，条田密集，8月中旬的昌
吉农高区，片片田野被晕染成红色，加工
番茄进入采收期。在加工番茄种植基
地，红彤彤的加工番茄挂满枝头，一辆辆
大型番茄采收机成了绝对“主角”，从田
间缓缓驶过，成熟的加工番茄通过传送
带涌入拉运车车箱内，一派丰收的喜人
景象。

在不远处的新疆新润泽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区，一辆辆满载番茄的卡车依次
驶入，将红彤彤的番茄倒进流送槽。经过

水洗、浮洗、清理、破碎、打酱、杀菌、灌装
和包装等一系列工序环节，最终，一桶桶
高品质的番茄酱就此诞生。在该公司实
验室里，质检员将番茄酱成品制成压片，
对番茄红素含量、可溶性固形物、浓度、色
差、总酸等指标一一检验。不久后，这些
番茄酱将走上国内外消费者的餐桌，让全
世界感受甜美的“昌吉味道”。

近年来，昌吉农高区通过“农户+企
业”订单种植加工番茄，历经多年培育，
番茄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
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持续提升。以加工
番茄为原材料的番茄汁、番茄籽油、番茄
红素等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漂洋过
海销往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

昌吉农高区大力推广应用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2021年实施加工番茄新品

种研发及试验示范项目。该项目位于智
慧农业成果转化示范园，由中粮屯河种
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包括加工番茄新
品种研发和示范两部分。项目采用双行
移栽，每亩保苗3000株，以良种良法、全
程机械化栽培技术为主，结合全生物降
解膜和减肥减药技术，创建加工番茄绿
色栽培体系。

昌吉农高区加大节水滴灌、起垄栽
培、机采机收等现代农业综合集成配套
技术推广，示范推广番茄品种优良化、灌
溉科学化、种植模式化，不断提高加工番
茄产量和品质。番茄加工企业不断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着力提升番茄深加工附
加值。如今在产业发展版图中，加工番
茄产业已经成为昌吉农高区的一张红色
名片，形成从育种到田间、到车间、到舌
尖的全产业链条。

昌吉市

3.3万亩葡萄穿上“冬衣”

温暖越冬

二工镇

3万亩冬小麦苗匀根壮

长势喜人

近日，昌吉市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组织园林工人
对公园、广场、游园及道路
两侧绿化带内的落叶进行
及时清理，给居民营造了
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
境，目前已清理树木落叶
380余吨。图为园林工人
在清扫落叶。

贾兴旺 摄

昌吉农高区万亩加工番茄年产值超五千万元

“一个小时‘红本本’就办好了，企业
资金周转难题解决了。”近日，拿到不动
产权证的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润地
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霞说。

今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改
进服务举措，在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
记窗口办理首次登记、抵押登记、登记查
询、查（解）封登记等实现“一窗通办”。
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等一般登记业务的
办理期限，由原来的3到5个工作日压缩
至 1 个工作日，抵押登记 1 个工作日办
结，查（解）封登记、异议登记、抵押注销
登记、登记查询等业务实现即时办结。
今年以来，该不动产登记窗口共开展线
上预约办件及咨询 120 件，办理不动产
登记 245 件，动产抵押融资总额已达
44590.47万元。

眼下，位于玛纳斯县的新疆吉晟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00 万平方米中高
压化成箔项目正加紧建设。从一纸蓝图
到加紧建设，江西联晟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新疆吉晟新材料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程学鹏说：“初到昌

吉，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只要一个电话打
过去，玛纳斯县招商引资专班就会帮助
企业解决难题，规范高效的服务让我们
觉得‘驻’得舒畅。”得益于玛纳斯县优质
的营商环境，该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
了 1 个多月，项目一期预计于 2024 年 8
月投产，将有效延伸铝下游产业链，填补
玛纳斯县电子新材料领域的空白。

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就无从谈起。营商才能赢商。昌吉州服
务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围
绕解决惠企政策宣传、落地生效等问题，
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推进政策梳理标
准化、服务智能化、推送精准化、兑现快
捷化，对涉企报表、调研、执法检查等事
项进行规范。以家人般的关切想企业所
想、以朋友般的情谊急企业所急、以服务
员的心态为企业做好服务，让企业投资
更放心、创业更专心、发展更安心，让城
市发展更有活力、更具实力、更富魅力。

——优化集成服务“一次办”。昌吉
州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不断延伸
服务链，按照“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的服务模式，
发布“一件事一次办”事项149个。

——推动高频事项“异地办”。昌吉
州聚焦企业群众异地办事难的问题，积
极推进“跨省通办”“疆内通办”，拓宽异

地通办“朋友圈”，与5个省市、4个地州
构建了异地办理工作机制，实现 582 项
事项“两地通办”。

——强化审批服务“高效办”。昌吉
州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精
简审批材料，部门事项承诺时限压缩率
为85%，申报材料精简率为31%，流程环
节缩减率为30.7%，50%的事项实现即来
即办。

——推行交易服务“一网办”。昌吉
州在常态化实行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矿
业权及产权交易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基
础上，将土地使用权出让项目纳入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全面实行“不见面交易”，
完成6个行业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实现
交易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深化政银合作“就近办”。昌吉
州金融办与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等8家
银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27个网点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公积金归集提取贷款、
登记注册、执照打印、银行开户等便捷
服务。

昌吉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创
新服务举措，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开
工、投产运营，全生命周期、一站式、动态
跟踪的“保姆式”服务，不仅让扎根昌吉
的项目如虎添翼，更是打造了一片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的热土。

以一流服务构筑投资兴业“强磁场”
——探访昌吉州营商环境之变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