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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劲头，塑造一个崭新昌吉
今年昌吉州将实施一批群众可感、触手可及、成效可视的精品项目

以推进十个具有标志性、引领性、代表性的典范行动为抓手，乘势而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更大飞跃

奇台县：一条产业链吃干榨净每粒麦
□本报记者 王薇

我州3个商标品牌入选国家首批

“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名单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记者近
日从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
2023年，昌吉州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57家、达到541家，全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疆第一。

作为自治区的工业大州之一，昌
吉州工业企业目前占有全国70%的工
业大类，工业门类、规上企业、企业品
牌、企业知识产权数量均居全疆前列。

据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人
介绍，2022年，昌吉州制定出台《“十四
五”工业企业“升规入统”工作实施方
案》，加快推进“小升规”行动。明确提
出按照当年实现净增规上企业数量，
州财政给予县市（园区）每家10万元奖
补，鼓励各县市（园区）结合实际，制定
相应配套的激励奖补措施。

同年，昌吉州建立了数量达 200
家的“小升规”企业培育库。对入列培
育库的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
务，持续对一批成长性好、发展潜力
大的企业进行跟踪服务和重点调度，
全面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增值税即

征即退、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等各类优
惠政策，加强“升规入统”培育企业帮
扶指导培训。随着“小升规”企业增
多，昌吉州规上工业企业“矩阵”不断
壮大。

2022年，昌吉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量达到 484 家，较上年净增 5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首次位居
全疆第一，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0%。2023 年，昌吉州持
续发力，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不断增长。1—11月，昌吉州净增规上
工业企业 57 家、达到 541 家，数量稳
居全疆第一。2023 年，昌吉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9.9%，高于全疆增速3.6个百分点。

昌吉州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人
介绍，“十四五”期间，昌吉州将持续
推进企业“上规、上市、上云”行动，以
及制造业做大做优做强培育计划，到
2025年，力争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数达到 800 家，推动“昌吉制造天
团”由大变强，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通讯员李海
枫报道：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首
批参加“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
行动的商标品牌名单，昌吉州3个商标
入选，分别是：新疆蓝山屯河型材有限
公司的“屯河”商标、新疆新铝铝业有限
公司的“新铝铝业”商标和新疆吉瑞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吉瑞祥”商标。

“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
动是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
要活动，旨在促进企业和区域商标品
牌价值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
次我州3个商标品牌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局首批“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

升行动名单，将有效促进企业自身品
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双提升，为企业
未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品牌基础。

近年来，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多措并举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充分发
挥商标制度基础保障作用，强化企业
商标品牌建设工作，积极开展品牌相
关培训，提高企业商标品牌战略应用
能力，主动为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搭建银企互动交流平台，为企业“量
身定制”金融服务，将创新“势能”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截至目前，
昌吉州有效注册商标20937件，拥有
驰名商标7件、地理标志商标16件。

本报讯 通讯员王前喜、温疆报
道：近日，在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组织开展的2023 年新疆工业企业
研发投入50强评选活动中，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有3家企业上榜。

“能进入新疆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50强，这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1月
15日，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科技研
发负责人曾育新表示，2023 年，公司
研发科技项目12个，总投入4.1亿元。
今年，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自主
创新投入力度，目前已规划了16个科
技项目，预计投入4.17亿元。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各企业持续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截至2023年
底，该开发区已有高新技术企业 24
家，企业技术中心10个，科技型中小
企业39家，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1个。今年，该开发区将继续加大培
育扶持企业力度，持续提高企业的研
发投入，积极帮助企业申报各级科技
研发类项目，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支
持企业发展，并通过建立产业创新研
究院等平台，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技术
难题，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据介绍，此次准东开发区上榜50
强的3家企业，2023年共投入科技研
发资金13.07亿元。

本报讯 记者左晓雨报道：在冰
雪乐园体验雪上项目，挑战速度与激
情；在农业信息化馆观赏热带植物，
感受农业科技魅力；在特色农产品馆
品尝“闽疆味道”，享受舌尖上的美食
……近日，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里，
以“纵享冰雪·相约农博”为主题的冰
雪旅游节活动正在进行中。

冰雪乐园里，雪地摩托、冰上卡
丁车、雪地爬犁、雪圈、雪上碰碰车等
15项冰雪体验项目最受欢迎，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移步场馆，曼

陀罗花散发着淡淡香气，香蕉树结出
丰满的果实，红彤彤的番茄缀满枝头
……室外玩冰雪、室内看绿植的冬夏
同框体验游，让游客乐在其中。

新疆农业博览园运营部讲解员
李小琴介绍：“新疆农业博览园冰雪
旅游节活动将持续到今年2月，为举
办好此次活动，我们在吃、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新疆农业博览园生态酒店还为游
客提供食宿等服务，我们将不断开发
新的游玩体验项目，让‘冷资源’变成

‘热经济’。”

本报讯 记者刘茜报道：1月11日
召开的昌吉州党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
出，要聚焦发展所需、民心所向、昌吉所
长领域，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劲头，
实施一批群众可感、触手可及、成效可
视的精品项目，以推进十个具有标志
性、引领性、代表性的典范行动为抓手，
乘势而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更
大飞跃，塑造一个崭新昌吉。

昌吉州今年实施的“十大典范行
动”分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创建行动、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农
业提振行动、工业倍增行动、文旅融合
提质行动、国企核心竞争力塑造行动、
教育优质均衡行动、医疗提质强基行
动、城乡面貌提升行动和生态环保攻坚
行动。

围绕科技创新赋能，昌吉州将以丝

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和
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区”建
设为引领，加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合
作，加快推进国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
设，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大力引进
科技领军人才、国家级创新团队，切实
激活昌吉州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能。据
了解，2023年昌吉州设立“两区”科技发
展专项资金 1 亿元，带动全社会研发投
入15.46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210家，
均位居全疆第二。

在农业提质方面，昌吉州将统筹推
进农业设施标准化提升、产业规模化发
展、品牌特色化打造，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双百工
程”，深入推进种业、农区畜牧业、奶业、
苗木花卉和特色林果业振兴，因地制宜
发展设施农业，重塑昌吉州农业新优

势，全力建设新疆现代农业示范区。
对于实施好工业倍增行动，昌吉州

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刘锡鸿信心
满满。“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以更多的谋划、更多的项
目、更多的举措，进一步盘活存量、培育
增量、提升质量。牢牢扭住准东工业‘主
战场’，聚力抓项目促发展、建链条聚集
群、抓园区强引擎，推进总量、投资、企
业、质效‘四个倍增’，打造新疆工业高
质量发展样板区。”刘锡鸿说，昌吉州将
持续引导企业走智能化、高端化、绿色
化的发展道路，对标赶超行业标杆水
平，实施重点行业节能减排降碳改造，
推动200家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在文旅融合提质方面，昌吉州将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优质文旅
资源市场化开发运营，以核心景区为牵

引，加快重点文旅项目、特色旅游景点
建设，推动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提升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业态供给，打造
入疆旅游第一站。

“生态环保攻坚行动实施期间，昌
吉州生态环境系统将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折不
扣抓好落实，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马鸿铭表
示，昌吉州将持续深化‘乌一昌一石’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持续做好燃煤、工业、
机动车、扬尘四大污染源靶向治理，加
快实施‘一企一策’精准管控。同时，严
格落实河（湖）长制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
治，全力守好昌吉的绿水青山。

一场冬雪过后，奇台县半截沟镇腰
站子村银装素裹。远处，白雪覆盖下的大
片麦田，孕育着腰站子人来年新的希冀。

2023年，腰站子村成立的奇台县丰
裕农业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流转土
地 20 万亩，新增认证万亩有机种植基
地，有机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 2.38
万亩。

一粒粒小麦，深加工后变成一袋袋
面粉、一把把挂面……在腰站子村农业
产业园，每天都在上演小麦“变身记”。

距离腰站子村 20 公里的奇台县城
有一家“腰站子面馆”，因做特色有机拌
面，每天都聚满了食客。在面馆一隅，放
着有机手工拉面、有机面粉、食用油等
产品，上面都贴着“腰站子”商标。

有机小麦连年高产，加工车间面粉
飘香，面馆宾客盈门，民宿方兴未艾。奇
台县半截沟镇党委委员、腰站子村党总
支书记唐培科说：“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小麦产业为基础，以有机、富硒小麦为特
色，走出一条‘一产支撑、二产反哺、三产
赋能’的生态富民之路。从耕种到观光，
2023 年奇台县小麦实现产值 11.46 亿
元，小麦全产业链产值达32.3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奇台县全面落实中
央和区、州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把小麦产业作为区域优
势产业，持续推进小麦全产业链布局，让
更多农民看到了增产增收的美好未来。

种植，是优质小麦全产业链的发
端，也是整个链条的关键所在。

目前，奇台县有可耕地面积 189 万
亩，粮食作物面积稳定在百万亩以上，
粮食产量保持在70万吨以上，粮食产量
占昌吉州粮食总产的三分之一，商品粮
交售量占全疆的七分之一，是自治区最
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近年来，奇台县坚持“全域绿色、部
分有机”发展理念，坚持“科技进步”与

“产业升级”双管齐下，推行深松、精量
播种、飞防、GPS导航等先进科技应用，
机械化、科技水平逐年提高，已形成高
产、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奇台县与新
疆农业科学院合作，选育出粮春 1242、
粮春1354等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并通
过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亩产量均突破
700公斤。

“打造小麦全产业链，让粮食增产

和农民增收同步发展，在‘好粮卖好价、
丰产又增收’中实现了多方互利共赢，
也能鼓励更多农户通过种粮增收。”奇
台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农经中心党
支部书记李玉忠说。

为加速实现小麦产业全链条发展，
奇台县围绕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科学
布局、全力推进，积极引进培育农业“链
主”企业。如今，奇台县拥有新粮华麦、
金都面粉、天山面粉、创兴面粉、九圣禾
种业、新瑞禾种业等产值过亿元的农业

“链主”企业，为优质粮食就地转化打下
了基础，并通过延伸粮食产业链，使农
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反哺源
头，提升农户收入。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再到“卖
品牌”“卖风景”，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三级跳。农业在前端，工业在中端，旅游
在尾端。

今年，奇台县已培育面粉加工企业
9 家，年加工面粉达到 40 万吨左右，面
粉年加工产业总产值达到14.3亿元，建
成全疆最大的面粉生产加工基地。

奇台县还制定了“奇台面粉”地理
标志产品的地方标准，保护和建设“奇

台面粉”区域公用品牌，“奇麦特”“天
山”“丝麦耘”“古城面粉”“帅奇”“创兴”
等面粉品牌享誉全国。

奇台县加速产业融合发展，以小麦
为主导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初具规模，江
布拉克景区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这里的万亩旱作农业系统成功入选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县内小麦农
耕文化展示、农事体验、观光旅游经济
带已初步形成。

“接下来，我们将培育9家深加工企
业和精深加工企业，开展面粉下游系列
产品和小麦加工副产品开发；加大与新
疆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研发饺子
粉、牛肉面粉、全麦面粉等专用面粉；通
过抖音、京东、天猫、东方甄选等网络平
台，以及机场、地铁站、疆内外各大农产
品交易展会宣传推介‘奇台面粉’，不断
扩大产品影响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李玉忠表示。

近年来，奇台县先后荣获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国优质小麦之乡、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标兵）县、国家区域
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县、国家级商品粮
基地县、小麦全产业链典型县等称号。

1 月 22 日，昌吉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换热站，工
作人员正在仔细检修供热
设备。

入冬以来，昌吉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提前安排部
署，根据天气变化有针对
性地调整运行参数，增强
热源供应能力，提高供水
温度。此外，该公司还加大
供热设施巡查巡检频次，
一旦发现供热异常情况，
立即安排工人进行抢修，
及时解决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何春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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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东开发区3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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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王国”纵享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