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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杨 望

新疆新和县地处天山南麓北道、塔里

木盆地北缘。历史上曾是中西经济贸易往

来的枢纽和文化荟萃之地，是古“ 丝绸之

路”的必经之地。

新和县历史文化十分悠久，享有“汉唐

重镇”、“龟兹故里”的美誉。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尤其是在援疆工作会议后，新和县

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阶段。

一颗闪耀在渭干河畔的明珠

新和县辖区总面积为 8823 平方公里，

人口 16 万人，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还包

括其他 12 个民族。横贯县境东西、连接天

山以南诸地州的国道 314 线，加上畅通的

南疆铁路大动脉和新建的离新和县城 20

多公里的库车机场，使新和处于地缘上的

有利地位。新和县既是全疆粮食生产基地

之一，又是国家级优质棉生产基地，同时还

是新疆著名的“瓜果之乡”。新和县是国家

“西气东输”工程主要气源地，境内的英买

里、羊塔克、玉东 3 个区块石油、天然气资

源极其丰富，天然气地质储量 656.28 亿立

方米、凝析油及原油地质储量 2600 万吨。

此外，新和县其它矿产资源也十分富足，盐

山、石膏矿、铜矿等资源尚待开发。

促进优势资源转换

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步入新世纪，新和县在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 年，全

县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了 15.5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3.96%。县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各

项事业协调发展。

新和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

人口占总人口的 80%左右，其县域经济何

以能迅速崛起呢？究其原因，与当地党委、

政府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思路、激活管理机

制、突出发展“六大产业”，大力实施“优势

资源转换、工业强县”战略，力促“双百亿工

程”全面推进的正确决策牢不可分。

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近年来一直保

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到 2010 年，种植业产

值达到 13.4 亿元，年均增长 15.65%；“林果

业管理增效年”活动进一步深化，林果业管

理水平全面提升，林业产值达到 1.13 亿元，

年均增长 11.5%；现代畜牧业健康发展，畜

牧业产值达到 1.68 亿元，年均增长 13.5%；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成效显著，实现劳务

创 收 3920 万 元 ，人 均 劳 务 创 收 346.2 元 。

2010 年，全 县 林 果 面 积 依 然 保 持 到 36 万

亩，实现了农民人均 3 亩园的目标；主打以

核桃、红枣为主的特色果品。

与此同时，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重

大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不断深化，招商

引资实现新突破，健鹰纺织、星河煤焦化、

新欣肥业、青山果业、天娇红农业科技等

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的大企业相继落户新和；园区建设不断

加强，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功能进一步增

强；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新的经济增

长 亮 点 初 步 显 现 。 2010 年，工 业 总 产 值

达到 5.9 亿元，年均增长 42.8%，工业产品

销售率达到 9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 2.12 亿元，年均增长 16.3% 。五年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5 亿元，年均增

长 28.96%。

农村社会事业也一路高歌猛进，驶入

了稳定较快发展的轨道。目前新和县新

增、拓宽、改建乡村道路 1086 公里；新建廉

租房 2046 套、农村抗震安居房 20848 套；实

现棚户区改造 2588 套。公共租赁房 1000

套 ，新 增 沼 气 入 户 9873 户 、天 然 气 入 户

5500 户、改水入户 5735 户。按照新建、改

造、配套和普惠的分类，高标准、高起点、高

效益规划实施安居富民工程建设，计划完

成 110 个村 17900 户富民工程建设。

扩 大 电 网 覆 盖 范 围 ，加 快 西 工 业 园

区、北工业园区、振新 110 和新和 220 变电

站建设步伐。新能源、新科技得以广泛应

用；实施了境内尤干渠改造、布喀塔木水

源地建设、万亩盐碱地改良、测土配方施

肥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累计新建、改建

防渗渠 600 公里以上，完成小农水工程 600

多项，平整土地 15 万亩，新打抗旱机电井

1000 多眼，落实农业高效节水 20 万亩，建

设渭干河西岸新和段防洪堤 12 公里；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加大农村饮水安

全工作力度，新增改水入户 6000 户以上。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打

下坚实基础。

另外，新和县财政每年补助上百万元

资金，减免了农村家庭初高中生学费、住宿

费。投资 2000 万元新建乡卫生院 8 个、村

卫生室 84 个。目前，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农民参合率达 100％，广播电视已覆盖所

有乡村，拥有文化站、图书馆等农村文化设

施。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显著变化，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在这金色的收获季节，新和县域工业

经济发展也迎来了硕果累累的秋季。工业

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先后引进了 34

个项目，涉及棉纺、果品加工、烹饪油加工、

再生纸利用、有机肥料等，逐渐形成了以农

副产品加工、棉纺、油气化工为主的新型工

业化体系。

“要加快新和县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围绕农业做强工业，依托工业调整农

业的观念绝不能动摇。虽然我们与发达地

区、周边县（市）相比，发展工业相对艰难，

但不发展工业更难，而我们的政策资源、区

位优势和便利交通都是发展工业的潜力所

在。”新和县委书记马国强说。

现在，新和整个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非

常清晰，即依托 45 万亩的国家级优质商品

棉生产基地，积极兴办以精纺为主、粗纺为

辅 的 棉 花 纺 织 基 础 工 业；依 托 36 亩 的 红

枣、核桃、香梨、葡萄等特色果品及规模优

势，大力发展有机果品，积极兴办农产品深

加工产业；依托县境的国内第二大凝析田

油气资源优势，构建能源生产和能源转化

工业体系，在天然气、矿产等产品加工上实

现新突破。认真做好新疆振兴炭黑化工有

限 公 司 6 × 3 万 吨/年 新 工 艺 炭 黑 及 3 ×

12MW 尾气发电项目跟踪服务及后续建设

工作，力促早见效益；推进煤焦化、煤化工

产业，以焦炭、电力为主，发展循环经济，切

实抓好星河煤焦化二期、星河煤焦化尾气

发电及 5 万吨粗苯深加工等项目建设，开

发焦炭生产过程中尾（废）气、余热取暖、发

电等产业，拉长煤化工产业链，提高焦化产

业综合效益。

推进机械加工制造产业，培育发展与

石油化工、煤化工等产业相配套的机械制

造业，引进有实力的工程机械、机电设备、

机床等制造企业，扶优扶强宝鑫、鑫盛、永

胜机械及钢结构制造企业，为资源开发和

项目实施助力。

以国家级优质棉生产基地为依托，积

极兴办以精纺为主、粗纺为辅的棉花纺织

基础工业，是新和县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

换战略的重大举措。

新和县已逐步建成了年生产规模 10

万锭以上的四川金泰棉纺织厂。同时，围

绕棉纺织业的发展，大力引进织布、服装加

工等企业，扶持现有的铁丝厂、配件厂，目

前已形成以棉纺织为主，集轧花、棉机配

件、打包丝、织布、服装为一体的棉产业集

群带。依托红枣、核桃、香梨、葡萄等特色

果品及规模优势，大力做好果品储藏保鲜

和深加工产业，努力在发展有机果品上做

文 章 ，是 这 个 县 农 业 产 业 化 的 又 一 大 特

色。借助本地特色资源，该县不断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天娇红红枣加工、青山农牧林

开发公司核桃油深加工及惠华、保鲜库等

项目先后开工建设，年生产有机菌肥能力

达到 10 万吨的裕丰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已经投产，有力地带动新和县有机果品

的 快 速 健 康 发 展 ，林 果 业 产 业 链 逐 步 延

长。这些涉农企业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的优质服务，把发展有机果品的理念

渗透到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该县

果品的二次增值和效益的最大化由此有了

可靠保障。

新和还是国家塔里木石油天然气开发

的主战场，油气后继资源力量雄厚。如今，

该县积极发展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能

转化新和优势资源的油气化工项目，鼓励

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及其他有实力的

化工企业对县境内石油天然气资源进行开

发和深加工，做大石油天然气产业，构建能

源生产和能源转化工业体系。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

工业经济产值的大幅增长。2010 年，全县

完成地方生产总值 15.5 亿元，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5.98 亿元，本级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完成 2.86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1.32 万 元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6169 元。

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无穷

新和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被列为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即被列入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古孜巴什

古城遗址和托乎拉克艾肯石窟）、自治区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 处、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7 处。

长期以来国内外考古学界迄无定论的

西汉后期都护府的府治，就是现存的新和

县“玉奇喀特古城”，历史上李崇、班超等人

都曾在这里驻守。这是 2005 年新疆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田卫疆和新

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等专家联合

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玉奇

喀特古城”位于新和县县城西南方向 22 公

里处，由外城、中城和内城 3 道城廓组成，

总面积 1740 亩，属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这里先后出土的国家珍贵级文物“李

崇之印”和“汉归义羌长印”，现藏于中国历

史博物馆。

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新和县依其艾日克乡加依村民族乐

器制作有上百年历史，全村大多数村民会

制作乐器。其手工制作的都它尔、弹拨尔

最为有名。新和县厚重、神奇的历史文化，

正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踏访、旅游。

打造地域特色旅游产业

新和县县委认为：旅游文化产业建设

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按照“大旅游、大市

场、大产业”思路，围绕历史遗迹、自然景

观、民俗文化、特色餐饮，大力发展“农业生

态游”、“农家休闲游”，打造旅游文化优势，

目的就是为了让厚重的旅游文化转化为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和县已先后建成了文体广电综合大

楼、龟兹书画院、龟兹文化博物馆、班超文

化广场、西域汉唐重镇文化研究中心、民族

风情小吃和购物一条街等较高水准的标志

性文化设施及龟兹文化场馆。

新和全县具有价值的旅游景点共 54

处。按照“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战略

思想，发挥“汉唐重镇、龟兹故地、班超府

治”品牌效应，依托拓厥关—通库孜巴西古

城遗址群和古葡萄园遗址—玉奇喀特古城

遗址—它乾城—羊达库都克烽燧—科克阿

斯曼古道—龟兹柳荷度假村的旅游线路，

途中经过戈壁、绿洲、荒漠植被区和湖泊等

自然保护区景观，沿途有班超广场、龟兹博

物馆、龟兹书画院、民族风情园、瓜果市场、

万亩林果基地等景点，形成文化、生态、农

家乐三大特色旅游带。

回顾过去，新和县经济社会各项工作

取得骄人成绩；展望未来，新和人激情澎

湃，步履坚定，千帆竞发更精神。一个活力

勃发、魅力独具、更加富裕的和谐新和新城

正在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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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杨 望）新疆若羌

县政府近日与新疆楼兰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楼兰果业）签约，后者将投资近 2 亿元在若羌县

建设“楼兰红枣工业园”。

据了解，“楼兰红枣工业园”按照年加工红枣 5

万吨的产能进行总体建设规划，总占地面积 200 余

亩，一期工程投资 6731.91 万元。采用 1 次规划，分 3

期建设的原则，1 期、2 期分别建设年加工鲜枣 1.5 万

吨，3 期建设年加工鲜枣 1 万吨，精深固定资产加工

1 万吨。项目完全建成后，形成年加工 5 万吨红枣能

力，其中，原枣初加工 4 万吨、红枣粗多糖 10 吨、红

枣纯多糖 2 吨、红枣香精 0.5 吨、红枣膳食纤维 3180

吨、红枣汁 3800 吨、红枣粉 200 吨。计划于 2015 年

完成 3 期的建设，并全面投入生产，“十二五”末达到

年加工红枣 5 万吨以上，实现产值 10 亿元以上。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带动巴州和若羌县

红 枣 产 业 的 发 展，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红 枣 产 业 链，

而 且 能 为 当 地 经 济 的 发 展 增 强 动 力 。 同 时，“ 楼

兰红枣工业园”的建成将全面提高新疆红枣产业的

生产加工能力和规模，进一步增强楼兰果业立足全

国拓展市场和提升品牌的决心，为楼兰果业实现由

“产品经营—产业经营—资本经营”的跨越式发展，成

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坚实的保障。

若羌县携手楼兰果业 共建“楼兰红枣工业园”

楼兰果业董事长许志良楼兰果业董事长许志良（（左左））与若羌县招商局局长靳廷昆与若羌县招商局局长靳廷昆（（右右））亲切握手亲切握手

相关链接：

新疆楼兰枣业有限公司简介

楼兰果业的前身是新疆楼兰枣业有限公司，2011 年增资重组后正式更名为“新疆

楼兰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集红枣科技研发、育苗栽培、示范种植、仓储

保鲜、品牌营销推广为主的综合性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7000 万元，总资产 9413

万元，现有员工 220 人，厂房 1 万多平方米，形成年加工鲜（干）枣 8000 吨的生产加工能

力，初步构建了以若羌为生产中心、乌鲁木齐为营销和行政中心的运营体系。公司出

品的“国枣楼兰”、“楼兰红枣”、“楼兰天使”等系列产品，逐渐成为新疆干果类食品的典

范和高品质生活的代表,公司核心产品“楼兰红枣”堪称枣中极品，在乌洽会、昆交会、农

交会上以独具特色的品质，赢得中外客商和消费者的赞誉，并屡获殊荣。

目前，公司在若羌县建有新型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和干果加工生产中心，依托“中国

最优红枣基地——若羌”优势的红枣资源，投资新建的“楼兰红枣工业园”项目已启动，

建成投产后，将成为新疆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红枣加工制造企业之一。

多年来，公司以“楼兰红枣”为品牌，大力推进品牌推广和全国的营销网络建设，不断焕发出

勃勃生机，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先后被评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和“自

治区扶贫先进企业”。随着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完成股份改制，公司将继续依托若羌县红枣资

源的优势，健全产业链、做专做强红枣产业。着力于“楼兰”品牌的整体提升以及国际国内营销

渠道和市场网络的规划建设。加大力度推进立足红枣优质资源的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基地的战

略布局，努力打造世界最优干食红枣基地。楼兰果业以“共创、分享、高效、关爱”为经营理念，

致力于整合新疆特色林果产业优势资源，为全国消费者提供有机、绿色健康的甜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