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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晶报道：2023年12
月13日，在呼图壁县新疆唯美棉品家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美棉品”）生产
车间内，工人们娴熟地操作着机器忙着
赶制订单，一床床被子从自动流水线生
产出来，再经过合缝、行线、包边等多道
工序，被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唯美棉品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
集纯棉床上用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企业，坐落于呼图壁县工业
园区纺织服装产业园，厂房面积18000
平方米，拥有两条大型自动化絮用纤维

制品流水线及若干绗缝机、打包机等配
套设备，现已开发生产涵盖棉胎、绗缝
被、空调被、床上套件、多功能抱枕被和
学生公寓系列、酒店民宿系列、民政救
灾系列、医院系列等九大系列100多个
品种。

“眼下，公司迎来了销售旺季，生产
线日产棉被可达2000条。截至目前，公
司生产棉被 55 万条，实现年销售额近
4000万元。”唯美棉品销售经理范小璐
介绍。

2023 年 11 月 初 ，唯 美 棉 品 投 入

150 万元对一期生产线进行技改，目
前正处于调试安装阶段。一期技改项
目完成后，将给企业带来多种变化：生
产 线 得 到 升 级 ，绗 缝 被 生 产 流 程 的
70%工序实现了自动化，替代了以前
绗缝被人工套被套的工序；提升了产
品工艺水平，棉被变得更加柔软；绗缝
被产能较以往增加一倍，用工量减少
三分之一。

为了开拓市场销售渠道，扩大企
业产品知名度，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
接受新疆棉花制品，唯美棉品 2019
年 就 开 始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推 广 销 售 。

“我们线下销售主要以大集团客户的
集采和大中专院校、医院、救灾物资

的 采 购 等 为 主 ，在 拼 多 多 、阿 里 巴
巴、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线
上销售。其中，抖音和快手作为主要
平台，预计今年销售额接近 1300 万
元，销售量将达到 12 万条。”范小璐
介绍，今年唯美棉品还与东方甄选、
吴召国、贺娇龙、新疆马姐等电商团
队和知名电商主播合作，销售唯美棉
品生产的“小保被”（有网包边棉被）
等多种棉被产品。

“2024 年，公司将投入 200 万元新
增一条生产线，预计2024年1月建设，3
月初投产，专门用于生产夏凉被、空调
被和花香被，进一步减少人工制作工
序，实现生产线 90%的设备自动化。新
生产线投产后，预计产能将提升一倍。
同时，公司正与专业公司合作，开展数
字化转型工作，实现各项工序实时监
控，产量实时统计，车间降尘加湿，以及
进出库实时管控。”唯美棉品总经理周
剑华表示，公司将在产品工艺和功效方
面继续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差异化，促
进高新技术基因植入企业发展血脉，加
快企业数智化转型。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2月31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冉虎从自
治区财政厅获悉：2023年前11月，新
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重点民生
领域支出保障力度，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累计完成 5479.9 亿元，同比增加
476.1 亿元，增长 9.5%。其中，用于民
生领域支出占比77.7%。

2023年以来，新疆财政收支运行
平稳，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支出进
度持续加快。据全国财政运行监测月
报统计，2023年前10月，新疆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进度为87%，居全国第一。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海燕介绍，2023 年以来，自治区财
政厅通过加强重点项目协调调度，强
化各类要素保障支出，有力保障了基
本民生和重大项目资金需要。

2023 年前 11 月，新疆教育支出
953.6 亿元，同比增长 10.5%；农林水
支出 912.3 亿元，同比增长 31.3%；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09.9 亿元，同比
增长7.7%；卫生健康支出476.8亿元，
同比增长 5.8%；城乡社区支出 377.7
亿元，同比增长11.2%；住房保障支出
138.8亿元，同比增长11%；科学技术
支出43.8亿元，同比增长56.3%。

刘海燕表示，2023年，新疆各级财
政部门严格按照财政部要求，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金统筹，确
保财政资金用到基层急需以及惠企利
民领域。前11月，新疆共安排直达资金
1489.6 亿元，共惠及 5223 家企业、
1041.5万人，在全面做好“三保”、助力
经营主体发展和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政
策落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 12月 29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李行报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示了第二批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评审结果。根据
专家评审，拟将19个城市确定为试点
城市，乌鲁木齐市、哈密市位列其中，
这是新疆城市首次入围。

2021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污水资源
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选择缺水地区
积极开展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示范。2022 年，生态环境部等 4 部门
联合发文，明确了首批区域再生水循
环利用试点城市，在全国开展区域再
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建设。

根据生态环境部要求，要推荐缺
水状况较严重、工作基础较为扎实、
试点实施方案编制质量较高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不含直辖市的市辖区
县）申报试点。

2022 年 2 月，自治区制定了《自
治区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实施
方案》，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

哈密市、吐鲁番市 4 个缺水地区为重
点，开展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示
范。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
厅组织地级城市开始编制试点方案。
2023 年5月，自治区将4个地级城市
向国家申报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
点。

“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再生水循
环利用基础相对较好，针对区域再生
水循环利用均有布局，在多个规划中
提出了相应的目标、任务和工程。”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吕任生表示，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入
围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不
但对两地用水、节水、护水起到促进
作用，对于全疆区域统筹生活、生产、
生态“三生”用水也提供了借鉴。

根据试点目标，到 2025 年，哈密
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达到70%，乌
鲁木齐市达到60%。

除以上两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第八师石河子市
也入围了此次试点城市。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月 1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黑宏伟从自治
区商务厅获悉：2024 年元旦假期，新
疆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 94 家商贸流
通零售、餐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1.91亿元，同比增长12.1%。

监测数据显示，元旦假期，我区
主要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总体稳定，
粮油价格基本平稳，肉类、鸡蛋、牛奶
价格微幅上涨，水产品价格微幅下
降，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为做好元旦假期市场运行工作，
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对节日市场保供、
消费及安全生产进行了部署安排，下
发《关于做好元旦期间市场保供与监
测工作的通知》，组织全区商务系统
全力保障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同
时，指导重点企业做好粮油、肉蛋奶、
果蔬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加强产销衔接，加大货源组织力度，
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增加库存数量和
商品种类、供应品种，提高补货上架
频次，确保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不脱
销、不断档，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

需求。
元旦假期，为进一步活跃消费市

场，各地州市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商品促销、餐饮美食、文体休闲等消费
促进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组织开展

“乐享消费·幸福昌吉”新春惠民消费
季活动，投入700万元用于促进汽车、
家电、餐饮、百货等领域消费；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组织开展跨年迎新购物
季、汽车消费补贴、火锅美食节等一系
列节日促消费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
消费氛围，激发商超、餐饮、家电、汽车
等领域消费活力；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指导重点龙头商超在节日期间开展
打折让利、满额赠礼、积分换购、消费
券抵扣等促销惠民活动，持续推动汽
车、餐饮、购物等传统消费和夜间、网
络消费等热点消费繁荣发展。

节日期间，全区汽车类销售较
2023年同期上涨137.59%，餐饮类消
费同比上涨180.2%，金银珠宝类消费
同比上涨50.09%，家用电器及音响器
材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消费同比
均增幅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眼
于“提升三个水平”：要提升乡村产业发
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迈上新征程，勇当排头兵。农业大
州昌吉将如何勇挑大梁，做好2024年农
业农村工作？昌吉州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局党组书记王相接受了记者采访。

“新时代新征程，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

‘压舱石’。”王相说，2023年以来，我州
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用好
种业振兴行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这三大抓手，全
州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374.4 万亩，总产
量突破200万吨，取得“总产增、面积增、
单产增”的好成绩。

王相表示，我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将认真总结和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的经
验，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不断走深走实。目
前 ，全 州 农 村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超 过
66.45%，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实现全覆盖，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清
单制、积分制，有效规范村级组织运行，
减轻了基层负担，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2023年以来，全州各地进一步健全
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71.8%的
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72.61%
的衔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5266名
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2024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扛牢粮
食安全政治责任，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自
治区粮食生产各项任务指标，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320万亩以上。持续实
施畜牧业振兴行动，牲畜饲养量稳定在
600万头（只）。”王相表示，全州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强现代农业技术、现代装备
设施和现代信息集成融合推广应用，促
进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协同匹配，确保粮
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达到预期目标。

王相说，昌吉州总结近年来特色产
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经验做法，围
绕棉花（棉纺织）等八大重点产业链，坚
持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重点围绕以养
殖业带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农
产品精深加工业带动特色产业价值链

提升，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综合实力，加
快把八大重点产业链打造成富民强州
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建设乡村全面振兴
的昌吉样板。

当前，昌吉州乡村建设已经进入加
快补齐短板的机遇期。王相表示，昌吉
州将按照试点先行、示范带动、现场会
推进的办法，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乡风
文明、乡村治理，把重点放在改善村庄
环境，提高设施水平，增强公共服务上，
统筹做好农村改厕、垃圾污水处理、环
境整治、交通出行、养老育幼、乡风文明
等工作，让农村“颜值”“气质”共同提
升，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加舒适、便
利和现代的生活，推进昌吉和美乡村建
设再上新台阶、乡村振兴再上新高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提出，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
和技术改造。这份意见
发布以来，除了中央层
面，地方政府也出台相
关支持政策。

□来源/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刘雪、通讯员何琴
报道：2023 年 12 月 22 日，昌吉州总工
会慰问组一行来到新疆际华七五五五
职业装有限公司，开展冬至、元旦关爱
一线女职工送温暖慰问活动，为 154
名一线女职工送上价值 46200 元的慰
问品。

“工会为我们办了很多好事，这么
冷的天还想着我们，今天收到了工会的
慰问品，我感到特别温暖。”新疆际华七

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车间班组长阿
孜古丽·艾山高兴地说。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把对女职工的
关爱落到实处，扎扎实实为女职工办实
事、办好事，让她们感受到‘娘家人’的
温暖和关爱。”昌吉州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杨剑说。截至目前，昌吉州工会
系统开展关爱女职工送温暖活动，共为
1101 名女职工送去价值 193050 元的
保暖手套、保温壶、帽子、马甲等“暖心”

慰问品，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
组织的温暖送到女职工心中，让广大女
职工群众温暖过冬。

近年来，昌吉州总工会以“女职
工关爱行动”为抓手，以解决女职工
现实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主动作
为、真情服务，把女职工关爱行动落
到 实 处 ，切 实 维 护 女 职 工 的 合 法 权
益，不断增强女职工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2023年12月24日，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昌吉州锐通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刨花板生产线上作
业。2023年，该公司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年产值首次突破亿元。近年来，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持续推动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目前，园区内共有自治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4家。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宋
华敏报道：2023年12月18日，昌吉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
称“昌吉高新区”）开展第二场“园
区说事”活动，4家企业共提出7个
问题。

昌吉高新区在广泛听取企业
意见的基础上，加紧筹划2024年水
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和调蓄供水工
程项目。据了解，这两个项目初步
计划投资1.29亿元，项目建成投用
后，可解决企业生产生活用水压力
不足和辖区高层小区部分用户水
压不足问题。

当天，在特变电工智能电缆产
业园南侧的创业大道上，车辆川流
不息。这条道路之前是宽 8 米的两
车道，特变电工智能电缆产业园每
年物资吞吐量达15万吨，每天约有
40多辆运输车进出。由于货运车辆
长度大多为 17.5 米，原来的路窄，
大型车辆转弯不便，影响了周边企
业物流运转效能。“昌吉高新区得
知企业诉求后，投入2300多万元，
将该道路4公里关键路段拓宽改造
为 13 米 4 车道，增加交通标识牌、
路灯、红绿灯，并投资 130 万元在
G312 国道右侧开通直通产业园的
平交路口，既保证了周边企业的物
流周转通畅，又确保了道路交通安
全。”特变电工智能电缆产业园相
关负责人介绍。

创业大道的拓宽改造，也给沿
线新疆昌粮油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工厂、新疆成飞新材料有限公
司等9家企业物流运输带来便利。

2023年以来，为全面提升服务
效能，昌吉高新区实行领导包片、
干部包企制度，园区领导带队深入
企业，面对面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昌吉高新区党工委重点针对
非公企业党建、要素保障、金融支
持、用工难题、科技创新、行政审
批、产品供需、企业盘活、政策兑现
及其他热点难点问题，每月安排一
名班子成员牵头开展“园区说事”
活动，全力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简明新闻

漫画评说

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的昌吉样板
——访州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王相
□本报记者 王 薇

技术改造提升产能 线上线下同步推销

唯美棉品年产棉被55万条
实现销售额近4000万元

昌吉高新区

“园区说事”
为企业解难题
添动力

州工会系统为1101名一线女职工送温暖

政策支持助转型

元旦假期新疆消费实现开门红

数字新闻

2023年前11月

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7%用于民生

新疆四地入围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