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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范琼燕）11 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新疆区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邮政”）已
连续13天刷新包裹处理和投递量纪录，日
最高处理量突破154万件，为常量期的两
倍。截至11月13日，新疆各地州市邮政邮
件处理中心处理量均破历史峰值。

“双11”期间，新疆邮政包裹投递量大
于揽收量，投递量峰值达101万件，日均投
递量73.9万件，均为常量期的两倍，且妥投
率和全程时限达成率均保持全国邮政系统
前列，有力支撑了拼多多、淘天等重点进疆
集运项目的发展。

11月10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邮区中心单日最高包裹处理量突破
80万件。“‘双11’第一波寄递高峰未过，第
二波邮件高峰已经到来，包裹处理量13日
达77.4万件，14日达78.2万件。”该中心生
产管控部经理田军介绍，截至目前，中心
11 月已累计处理邮件 867.4 万件，日均处
理量较前期增长45%。他们已启动两套旺
季生产方案，根据业务量加大人员、车辆储
备力度，保障生产能力。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王永飞）截至10月底，新疆共有纺织
服装企业 3725 家，比 2014 年增加约 5.7
倍。其中，吸引其他省区市来疆投资企业
1350余家。

“新疆已成为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聚
发展的新高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梁勇说。

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新
疆特有的原材料优势密不可分。作为我国
重要的棉花主产区，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
布局持续优化，棉花质量稳步上升。今年
新疆棉花种植面积 3560.85 万亩，全区 25
个棉花种植大县（市）占全区棉花种植面积
的 90%，兵团植棉团场由 103 个调减到 78
个，棉花生产进一步向优势棉区集中。

虽然棉花种植面积有所调减，但棉花

质量持续上升。2022年，新疆棉花综合质
量稳中有升，棉花轧工质量、马克隆值、断
裂比强度持续上升。“新疆棉花综合质量处
于目标价格改革以来最好水平，棉花品质
居全球前列。”梁勇说。

“受益于新疆棉花的独特优势，棉纺织
产业链正在加快延伸。”梁勇说。2014 年
至2022年，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 2859 亿元，年均同比增长 20%，同
比增幅居新疆各大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幅前列。

2022 年，新疆纱、布、化纤、服装产能
是 2014 年的 5.11 倍、13 倍、50.8%和 4.66
倍。今年前9月，新疆纱产量172.6万吨、
同比增长14.8%，布产量9.26亿米、同比增
长 41.2%，化纤产量 61.9 万吨、同比增长
18.8%。

值得一提的是，聚酯纤维制造实
现历史性突破。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30 万吨聚酯化纤项目已于 2022 年底
建成投产，实现新疆聚酯纤维制造零
的突破；中泰25万吨聚酯短纤项目也
将于今年底投产。

“这标志着新疆纺织原料实现了
棉花、粘胶纤维和聚酯纤维三足鼎立，
为新疆棉花与石油两大资源耦合发展
奠定了基础，为新疆加快纺织服装产
业聚集高地建设和出口加工基地建设
创造了条件。”梁勇说。

新疆棉花产业发展论坛暨新疆棉
花产销对接会由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中
国棉花协会、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自
治区棉花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主办。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石鑫）以提高国有
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
为重点，新疆启动实施新一轮国
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动国有
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副
主任胡开江介绍，新一轮国企改
革深化提升行动在持续做好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基础上，更
加突出功能性改革，持续深化机
制性改革，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整
合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强化重点领域保
障、突出抓好风险防控，切实发挥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
全支撑三大作用。为此，自治区
印发了《自治区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25 年）》，明确八大改革任务，
细化 122 条改革举措，扎实推进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在科技创新方面，围绕强化
科技战略引领、推进差异化考核、
完善创新激励制度、加大多元化
研发投入、推动研发资源整合等
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强化国有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力争国有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良好值以上，提高国有企业核心
竞争力。

在产业控制方面，围绕新疆
“八大产业集群”建设，不断优化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加大国
有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
力度，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发展实
体经济上，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
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努力打造
3至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一批

“链长”企业，在加快构建体现新
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中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

在安全支撑方面，推动国有
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
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重要行
业、关键领域和重点基础设施集
中，强化重点领域保障，切实把维
护国家战略安全作为国有企业的
重大使命和责任。

新疆日报沙雅11月15日讯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于江艳报道：“开井！”15日14
时14分，中国石化“深地一号”跃进3-3XC
井正式点火测试，距离钻井170米开外的沙
坑里，瞬间腾起一团橘色火焰。这口位于塔
里木盆地、湿地自然保护区红线外，完钻井
深9432米的油气井，刷新了亚洲最深井斜深
和超深层钻井水平位移两项纪录。

17时，跃进3-3XC井再传喜讯：获高
产油气流，据测算，日产原油200吨、天然
气5万立方米。

“专门增加1倍投资、攻克技术难题，
绕开自然保护区搞开发，值！”中国石化西
北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曹自成说，油气开
发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能源保障相得益彰。

塔里木盆地超深层油气资源极其丰
富，埋深在6000米至1万米的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分别占其总量的 83.2%和 63.9%。
跃进3-3XC井瞄准超深层油气资源于今
年5月1日开钻，共穿越9个地层系，钻至4
亿多年前的奥陶系地层。

“攻克超深层钻探十分不易，再要舍近
求远下钻，则更是难上加难。”中国工程院
院士郭旭升说，这片油气埋藏在沙雅县塔
里木河流域一处湿地自然保护区下，为落
实生态保护“硬要求”，只能采取在保护区
外钻探、再调整直井为斜井并水平井的方
式进行，难度堪称亚洲第一。

中国石化迎难而上，在保护区红线外
部署钻探跃进 3-3XC 井，钻至 5340 米时

进行了造斜，斜向逐步调整为水平钻进，水
平位移3439米。“既保护了生态，又攻克了
技术难题，还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中国
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刘练说，此次跃进3-3XC井在钻探中
采用了多项创新成果，例如“旋转导向”系
统，相当于钻头长了一双“千里眼”，实现在

“又深又黑”的深地“指哪打哪”。
“这是一次具有很强示范意义的创新

之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石油学院副院长穆总结介绍，此前，新疆已
有数百口油井从各类自然保护区退出，永
久封禁。此次兼顾生态保护与油气开采的
成功实践，为今后新疆乃至全国能源勘探
开发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易复制的新模式。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陈蔷薇）截至11月4日，新疆新能源装
机规模达到 6038.3 万千瓦。今年前 9 月，
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容量1369万千瓦，新
增并网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

截至 11 月 4 日，新疆风电装机规模
3133.5 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 2904.8 万千
瓦，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实现新突
破。前9月，西北五省区新增并网新能源
装机3395万千瓦，新疆新增并网规模约占
西北电网的40.32%。

今年以来，新疆统筹能源安全供应和
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等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加快推进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新能源产业实现快速发展。

目前，新疆已建成哈密千万千瓦级新
能源基地以及10余个百万千瓦级新能源
集聚区，在建新能源规模超7000 万千瓦。
到2025年，新疆新能源并网装机规模有望
达1.16亿千瓦以上，超过新疆能源总装机
规模的一半。

攻克超深层钻井水平位移难题、增加1倍投资只为保护一片湿地

亚洲最深井新疆测试获高产油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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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邮政包裹业务量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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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企业数量10年增加约5.7倍

新疆成为纺织服装产业集聚新高地

新疆启动新一轮国企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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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HUAPINGSHUO持续恢复向好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赵悦）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自11月1日新疆自贸试验区揭
牌成立到14日，乌鲁木齐片区新增经营主
体78家。

14日，新疆天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
责人哈那提·帕提汗在位于乌鲁木齐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的亚
士创能科技（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挑选出
口涂料品种。“上周五拿到营业执照后，这
几天就开始考察进出口业务。公司已与亚
士创能达成合作意向，准备出口一批涂料
到哈萨克斯坦。”哈那提说。

当日，新疆中亚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
公司园区负责人任富强同样忙碌。“新疆自
贸试验区带来更好政策和更优营商环境，
对疆内外创业者很有吸引力。”任富强说，
目前园区有900多家创业企业，相信随着
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细化落地，园区企业
数量会大幅增加。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钟美
文介绍，在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
新增的78家经营主体中，科技服务类、贸
易类和制造业企业较多。随着更多优惠
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注册企业数量会持续
增加。

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新增经营主体78家

国家统计局 11 月
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
恢复向好，生产供给稳
中有升，市场需求持续
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
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