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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实施““农业强县农业强县””战略战略 打造打造““中国棉城中国棉城 ””
———阿瓦提县发展—阿瓦提县发展战略战略纪实纪实

近年来，阿瓦提县在新一轮的发展热潮

中，努力开创现代农业新局面，依托棉花及农

产品的优势资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

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以城镇经济带动农村

经济，形成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

资源丰富的“塞外江南”

阿瓦提县总面积 1.33 万平方公里，以葡

萄、石榴、蚕桑、秋西瓜为主的林果业形成了

相当规模。以电力、纺织、农副产品加工、塑

料、农机制造、建材为主的工业体系初具规

模，工业经济蓄势待发。全县 90%以上的农

田实现了“田、林、路、渠”统一规划，灌排配

套，桥、闸齐全，水利建设形成规模。

阿瓦提县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不断调整种植业结构，在这片旱涝保

收的“塞外江南”的土地上，连续 22 年获得

农业丰收。以退耕还林、营造生态防护林

为契机，努力建立了 20 万亩香梨、石榴等

果品生产基地。其中，应用滴灌技术栽培

的美国“红地球”葡萄达 1.5 万亩，获“中国

红地球葡萄之乡”称号。

作为我国“棉花生产优质、高产、高效

示范基地”和“彩色棉生产基地”、“中国长

绒棉之乡”，阿瓦提的各类高产棉田达 45

万亩，总产量居新疆前列，棉花亩产创造了

全国最高纪录，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彩棉种

植面积也居全国之首，阿瓦提县努力提高

种植业科技含量，着力打造从种植、良种繁

育、良种加工到纺织、印染及成品销售、出

口的产业链。实行与工业衔接、以销定产

的“订单农业”模式，确保农民收入在棉花

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仍然获得较大幅

度的持续增长。

以资源做产业 着力转变经济大发展

棉花是阿瓦提县的优势资源，如何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记者了解到，

阿瓦提县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从六方面下

功夫：一是调优棉花品种结构，按照市场需

求，扩大适销对路的特种棉面积，实现订单

种植；二是抓好新品种引进和推广，搞好棉

花品种提纯复壮工作；三是努力提高单产，

大力推广宽膜高密度栽培技术和植棉新技

术；四是加快棉花种子产业化进程；五是扶

持好棉花龙头企业，形成收购棉花的竞争

格局；六是继续扩大棉纺规模，促进棉花副

产品加工转化升值，提高棉花附加值。

2010 年，全县种植棉花 100 万亩，较上

年增加 0.11 万亩。长绒棉已从 2000 年的 23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35 万亩，又发展了 5 万亩

的彩色棉，已形成特色棉占主导的格局。加

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大调整和发展方式

战略性大转变，以科技含量和品质取胜，努

力加大新品种的改进、改良，在现有长绒棉

品种的基础上，加大种子工程的力度。

调整产业结构 增速新型工业

阿瓦提县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改善民

生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亮点、以促进受援

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落脚点”，在经

济结构上向集约、集中、规模方向发展，加

快工业园区的建设，用园区聚集产业、发展

经济。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因地制宜发展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三产业加速发展，现代工业经济

从无到有，电力、纺织、农副产品加工、塑料

化工、农机制造和建材企业初具规模。

阿瓦提县通过企业改制，引进资金、技

术、管理，实现企业内部股权多元化、产权

民营化，并借此促进棉纺项目建设，实现优

势资源的转换和工业兴县的战略目标，取

得了明显成果。目前，全县共有 20 家棉产

业加工企业，形成年产棉种 0.5 万吨、皮棉

生产 10 万吨、面纱 0.9 万吨、棉油 1.5 万吨、

棉籽蛋白 1.4 万吨、以棉花秸秆为主的生物

质发电 0.8 亿度的加工生产配套能力。

以鲁泰、华孚、新野、雅戈尔等龙头企业

在产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凸显，以棉花为原料

的企业数量逐年递增，围绕棉花生产、原料

及附产品的加工棉产业链不断延伸，企业技

改步伐加快，纺绽规模达 13.3 万锭，在建项

目 2 个,纺锭规模达 35 万锭，棉浆粕、棉花滴

灌专用肥、滴灌带等延长链项目正在有序实

施，为棉产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瓦提县在做大、做优、做强棉产业的同

时，还将形成其他农副特产的产业链，如以纵横

股份公司为龙头，依托“升奇”牌石榴汁、石榴

酒、“梅塞莱斯”品牌葡萄酒，大力发展石榴和葡

萄及其加工产业链；以天丰种业公司为龙头，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形成辐射周边地区的种子产

业链等。

接援疆“东风”华丽转身

对口支援省市带来了技术、资金，加上应

有的资源优势和本地化优势，把发展工业与推

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结合，推动现有园区升

级、升格，这就是资源集约使用，优势集中展

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交相呼应、相得益彰的发

展模式。

为此，阿瓦提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

民营经济、林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以及城

市建设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招商引资工

作形成了制度化，建立了利益驱动机制。目

前，已正式入驻棉花加工企业 23 家，实现营

业收入 158212 万元，总产值达 179653 万元，

利润总额达 4115 万元，上缴税金 1863 万元；

其中鲁泰棉业、华孚棉业、棉城种业、天丰种

业是以棉产业为主的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成为全县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并在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推

动特色林果深加工，形成农副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其招商引资的重点

方向是：围绕已形成的棉花产业，邀请国内

外相关的大企业、大集团，来阿瓦提安家落

户，发展棉纺、织布、印染、成衣等项目。

在副产品加工业，发展精加工、深加工，

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围绕已形成规模的

绿色瓜果业，开办“穆塞莱斯”、瓜酒、瓜汁、瓜

脯、果汁浓缩等深加工项目。同时，配套发展

保鲜运输业；利用科技，以公司加农户的形

式，发展特色养殖业及其深加工；将生态项目

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进行多元化发展建设。

特色旅游业主打“多浪文化”

阿瓦提多浪部落景区位于阿瓦提县玉

满闸口胡杨林区，距阿瓦提县城 18 公里，占

地 8000 余 亩，其 中 有 原 始 胡 杨 林 3000 余

亩。景区已完成项目有特色餐厅、刀郎民俗

展馆、刀郎人村寨、水上乐园、沙滩浴场等。

2008 年 12 月 24 日，阿瓦提县多浪部落景区

被新疆旅游局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景区主要打造的是多浪文化。多浪文

化是维吾尔文化的一个分支，多浪的意思

是“成堆地聚在一起”，多浪文化是通过麦

西来普与木卡姆艺术来表现刀郎人生活各

个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阿瓦提县是多浪

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多浪舞、多浪民间绘画

的发源地。它一直以民间的形式存在着，

主要表现在歌舞方面。多浪人用自己独有

的创作方式，将这个民间艺术带出戈壁荒

原，走进全国的视野，甚至走出国门，走进

欧洲维也纳音乐殿堂。

阿瓦提县这座特色农业新城正在崛起，

必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农业之路。

温宿县位于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北

部，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古丝绸之路上的

著名商埠，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拥有 21

万人口、21 个民族的温宿县离新疆首府乌

鲁木齐距离 1000 多公里，但距阿克苏地区

首府阿克苏市却只有 10 多公里。她位于

天山山脉中段南坡，是个毗邻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县。一度的边塞，

正逐步走入众人的视线。

资源优势迎来经济发展良机

资源优势是温宿经济发展前景中充满

希望的砝码。目前，温宿县农业结构调整

步入良性轨道，棉花、水稻、畜牧、林果四大

支柱产业得到优化，粮、经、草三元结构趋

于合理。城市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初步形成了以电力、煤炭为主的能源工业；

以石板材、塑钢、水泥、墙体砖生产为主的

建材工业；以啤酒、白酒、植物油、大米、精

盐生产加工为主的轻工业；以原料药生产

为主的制药业。围绕石油、天然气勘探开

发，抓紧规划建设石化工业园，为加快推进

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精神文明

建设成绩显著，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等社会各项事业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近年来，温宿县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

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各种荣誉纷至

沓来，先后荣获“中国棉花产量强县市”、“全

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县城”等称号。

发挥产业优势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资源丰富的温宿已具备了发展现代工

业的基石，温宿县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地实施

优势资源转换、大企业大集团和投资拉动、

产业带动战略，围绕十大优势产业，通过企

业的聚集，促使产业形成，实现优势资源深

度开发转化，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快速发

展，实现由农业县向工业县的历史性跨越。

按照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温宿一

直在加快龙头企业聚集。首先是强力提升

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电力产业。其次是加

快发展煤炭产业。采取多种合作方式，推

进煤炭产业升级改造。三是加快发展建材

产业，支持现有建材企业天然气工艺改造，

提升工艺水准和产品档次。四是快速推进

石化产业，争取启动美丰集团 20 万吨三聚

氰胺、10 万吨烧碱项目建设。五是做大生

物制药和药品物流业，打造南疆药品和医

疗器械物流基地。 六是提升盐化工产业，

加快岩盐资源转换、开发进程，延伸盐化工

产业链。七是大力发展棉纺产业，抓好纺

织工业城入城企业的招商、落地和建设工

作。八是加快发展硅铝产业，全力推进横

店东磁 1.8 万吨多晶硅、2000 万平方米化成

箔项目建设，积极引进硅铝产业配套关联

项目。九是做强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加快

形成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十是

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产业，启动特色农产品

展销中心建设，打造集展销、洽谈、采购、流

通为一体的综合性特色农产品集散地。

循环经济产业构建发展基地

为把温宿建成阿克苏地区西部新型工

业城，温宿县委、县政府深化三大基地深度

规划，确立了“两线三区一园”的产业规划布

局。即，在阿——温公路至天山神木园一

线，发展旅游、绿色种养殖、水电产业。以托

乎拉、水稻农场等乡（镇）场优越的水利条

件，发展优质大米、优质肉羊、绿色水产品养

殖和果品种植，做大旅游产业，形成无污染

旅游区。在 314 国道沿线佳木镇、依希来木

齐乡至兵团农一师五团一线，建立粮、棉、果

树种植基地区和工业园，将石油石化企业

群、制药企业、旅游企业等在工业园区聚集，

形成以园区作为企业聚集发展的平台，辐射

全县各乡镇区域，连接阿克苏市的格局。

温宿县共安排了 197 个建设项目，涉及

电力能源、纺织、煤炭煤化工、建材、绿色食

品、生物制药等 10 大产业，总投资 50 多亿

元。据了解，今年这些项目大多都将完成，

不仅带动温宿县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还能

增加就业近万人。

温宿县委书记朱岗表示：“温宿县委、

县政府提出了‘十二五’要在‘十一五’的基

础上翻两番半的目标，即年均增长速度要

达到 36.97%。为实现这个增长速度，温宿

县制定了落实‘ 两个率先’的详细实施方

案，提出了建设‘两城三园’的县域经济发

展规划。通过浙江援温和招商引资，目前

落户‘两城三园’项目已达近百个，投资规

模达 30 亿元。”

温宿县工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位于温

宿县东部，规划建设总面积 13.3平方公里，按

照“一园多区”的理念进行布局，包括 2 个产

业区块：石化产业区块、建材产业区块。目

前，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已投入 3500 万元，初

步形成 3.2 平方公里的总体框架。入园企业

已达 15 家，累计完成投资 5.278 亿元，初步形

成以建材、石材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

景色农业激活县域经济

温宿临近山区，雨水丰富，有着发展农牧

业的先天优势。据了解，温宿是一个典型的

半农半牧县，山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基础，这

里是中国最大的优质山羊绒繁殖基地。

在平原地带，则可以发展农业和特色

林果业。温宿县是新疆有名的稻米之乡，

其小麦、玉米和棉花已具发展规模。今年

落 实 粮 食 面 积 39.81 万 亩 ，总 产 20.64 万

吨。林果业总面积达 80 万亩，目前挂果面

积达 41 万亩，果品总量突破 16.8 万吨，实现

人均林果业收入 3600 元以上。

独具魅力的旅游城市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美的环境，

给温宿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高不可攀又

令人神往的温宿县境内的托木尔峰是天山山

脉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冰川区，山

峰海拔 7435 米，这里地形崎岖，峰峦峻拔，冰

雪嵯峨，自然景色奇丽壮观，海拔 6995 米的

汗腾格里峰与之遥相呼应，景色颇为壮观。

行走在温宿县境内，举目即可观望到

远处的托木尔峰。托木尔峰地区蕴藏了丰

富的物种资源，近年来，专家还通过先进的

设备在此探测出消失多年的天山雪豹踪

迹，为了对珍稀物种加以保护，有关部门已

在托木尔峰附近 2376 平方公里区域划为国

家级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西部“泉水之城”

到过温宿的游客多半都会去参观一个叫

神木园的景点，在这里，游人除了诧异于千姿

百态的古树之外，更惊羡于这里的一处泉眼。

这个名叫“圣水泉”的泉眼，千百年来不停流淌

出汩汩泉水，浇灌着满园奇形怪状的大树。

“圣水泉”是温宿之神奇的代表，这个

坐落于托木尔峰下的县城，由于冰川汇聚，

水源丰富，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地下泉水

喷涌而出的景致。 据了解，温宿县拥有大

大小小冰川 200 多条，而且景色丰富，层次

感强。 冰川带来了泉水，“泉城”正是温宿

县发展旅游所提倡的一个口号。近些年

来，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温宿县发展的一

个亮点，这里除了有神木园之外，还拥有温

宿大峡谷、托木尔峰森林公园等独特景点。

金华援疆“爱心互动”

自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对 口 支 援 温 宿 县 以

来，金华市机关各部门和各县(市、区)党委

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开展新一轮对

口援疆的号召，在认真落实省市规定援疆

工作任务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主

动参与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积极为金华对

口援疆添砖加瓦。

去年 10 月，温宿亚瓦沟地质灾害发生

后，金华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决定为温宿县救

灾捐款 100 万元；金华市教育局组织市区 19

所中小学校学生开展义卖手工作品、开办跳

蚤市场等形式募集 30 多万元资金，为温宿县

15 所中小学校建立“民族团结快乐体育园

地”；永康众泰集团向温宿县捐赠了 2 辆汽车

……经过努力，以金华市委、市政府为龙头、

各部门和各县(市、区)及企业各界积极参与的

全民援疆工作机制已经在金华市初步形成。

今天的温宿人在改革开放、西部开发

和援疆建设的浪潮中，终于用那布满老茧

的双手，送走了贫穷与落后，写出了跨时代

惊人的一笔。

在绝美在绝美的风景中穿行的风景中穿行
———温宿—温宿县城经济发展展望县城经济发展展望

阿瓦提棉花超高产试验示范田阿瓦提棉花超高产试验示范田

■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杨 望

■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扬 扬

温宿广场温宿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