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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凯 摄国产大型采棉机在尉犁县百万余亩棉田作业 周 鹏 摄

广汇能源聚焦“绿色”“节能”等技术，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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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山山

都有金铜铁、盆盆都有油气煤”——煤

炭预测资源量占全国40%，石油预测

地质储量占全国陆上总量22%，居全

国首位，天然气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陆

上总量28%，居全国第一位。同时，新

疆也是全国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已探明风能、太阳能资源

储量分别为10亿千瓦、42亿千瓦，约

占全国的18%、26.9%。此外，棉花、

林果等农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全

国占有重要位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培育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着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

炭煤电煤化工、绿色矿业、粮油、棉花

和纺织服装、绿色有机果蔬、优质畜产

品、新能源新材料“八大产业集群”。

2023年，新疆“八大产业集群”完成工

业增加值5310.96亿元，占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92.6%。

新疆将高质量建设“八大产业集

群”作为发展具有新疆特色新质生产

力的主攻方向，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

势、乘势而上。新疆坚持把高质量建

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作为发

展具有新疆特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牵

引，把绿色低碳作为发展具有新疆特

色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把改革创

新作为发展具有新疆特色新质生产力

的根本动力，推动科技创新打造“新制

造”、开辟“新赛道”，传统产业“老树发

新枝”，新兴产业“新苗扎深根”。更为

可喜的是，北京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

光伏材料与电池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

创新平台落户新疆，新质生产力在新

疆大地乘风起势。

向传统产业“挖潜增效”，打造
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龙年新春，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

干沙漠，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深地塔科

1井成功突破地下1万米，宣告我国首

个万米深井诞生。这一创举是新疆以

新质生产力有力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写照。这口万米深地塔科探井，是继

深空“神舟上天”、深海“蛟龙入海”之后，

我国在深地领域探索自然的又一壮举。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

盆地，盆地埋深超过6000米的石油和

天然气资源分别占全国的 83.2%和

63.9%，是我国最大的深地油气富集区。

超深层已成为我国油气资源增储

上产的主阵地，向地球深部挺进是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任务，是

端稳端牢能源饭碗的重大战略选择。

然而，每往地下钻进100米，温度

就会升高约 2℃，万米之下面临超

200℃的高温，超万米后控制难度极

大，就像一辆大卡车在两条细钢丝绳

上行驶。这口井的钻探难度堪比“探

月工程”。塔里木油田、西部钻探、宝

石机械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攻克了

超高钻台大载荷提升系统关键技术难

题，自主研制了全球首台1.2万米特深

井自动化钻机，创新研发了220℃超

高温钻井液、抗高温螺杆等工艺技术，

万米取芯及电缆等资料录取装备实现

突破，打造形成万米深井安全高效钻

完井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近年来，随着我国油气勘探越来

越向超深地层进军，300多项重要油

气生产设备也实现了国产化。2021

年至2023年，新疆原油、天然气、油气

产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2023年，全国最大天然气制乙二

醇项目在新疆投产，所产聚酯级乙二

醇可作为短纤原料、长丝原料等，打通

了化工与纺织产业中间环节，实现了

油气生产加工、棉花和纺织服装两大

产业优势叠加、耦合发展。在新技术、

新成果转化应用中，新疆油气资源加

速“裂变”，正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材

料、终端产品。

地下，深度开掘资源；地上，则精

细利用资源。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

石”。新疆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亿吨

级煤炭生产基地，“疆煤外运”继续保

持在亿吨以上。在为“端牢能源饭

碗”贡献力量的同时，新疆依托科技

创新深度拓宽产业链，加快煤化工等

产业发展。

新疆算了一笔账，当地发展煤化

工等产业有着十分明显的经济优势：内

地主要产煤省区煤炭开采成本是新疆

的5到6倍，煤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

后通过管道运输到东部省份，成本远低

于铁路运煤成本，有很好的价格优势。

为了让每一块煤、每一滴油、每一

方气都发挥最大效用，新疆加快推动

油气增储上产，释放煤炭先进优质产

能，不断向下延伸产业链，培育壮大油

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加快国家大型

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建设，促进

就地转化和“减油增化”发展，形成“三

基地三盆地四区域”油气生产加工产

业布局，重点培育芳烃、烯烃、油气生

产等3个产业链。加快发展煤炭煤电

煤化工产业集群，实施煤炭和煤电、煤

电和新能源“两个联营”。加快煤化工

高端化转型升级，推进准东、哈密国家

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重点发展煤

制烯烃、煤制新材料、低阶煤分质分级

利用、煤制油气等4个产业链。

新疆东明塑胶有限公司年产80万

吨煤制烯烃项目总投资185.45亿元，

建设年产聚丙烯42万吨、聚乙烯38

万吨及8万吨液化石油气、C4+、硫磺

等产品，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的聚烯烃

产品缓解了国内供需矛盾。该项目

采用航天气化炉、MTO+OCP甲醇制

烯烃工艺，碳转化率可达到98.5%以

上；全厂取消燃煤动力锅炉，绿电利

用比例达到20%以上，采用绿氢绿氧

代碳减碳，单位烯烃产品综合能耗

1.62吨标煤，远低于先进值，配套建

成CCUS项目，近期实现CO2减排量

20万吨/年。

位于火烧山产业园五彩湾四号露

天矿西侧的兖矿新疆能化有限公司

8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采用山东能

源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粉煤气化技

术、MTO甲醇制烯烃工艺，降低了综

合能耗，提高了煤炭附加值，实现煤炭

就地转化。

一个个项目在这里崛地而起，新

疆已初步建成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

和储备基地，在全国能源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日益凸显，为保障全国能源安

全稳定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

积蓄新兴产业新动能，厚积
成势布局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也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新疆坚持

因地制宜、系统谋划高质量发展“赛

道”，加快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培育

未来产业。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沙坪路，隆盛

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厂站一体

化综合能源站已经建成，该站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重点推进的

氢能产业项目，也是新疆地区首个一

次设计、一次建成，纯商业化建设和运

营集加氢、加气、加油、充电和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能源站，为附近的京东亚

洲1号仓库氢燃料电池物流配送车提

供加氢服务。

新疆丰富的新能源资源，为绿氢

产业发展提供充足低价的绿电供应保

障。新疆广阔的空间环境为绿氢全产

业链技术示范提供了试验平台。化

工、冶金、重卡等工业、交通领域为开

展绿氢替代、氢热电联供、氢燃料电池

汽车应用提供了现实需求，绿氢全产

业链发展前景广阔。

新疆系统谋划氢能产业发展，《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印发以来，一批政策、一批示范区、

一批示范项目、一个协调机制、一个产

业联盟、一个氢能大会等组合拳推进氢

能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乌鲁木齐、

伊犁、克拉玛依、哈密等4个州市建设

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

隆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是一

家专业从事低温储运设备制造的公司，

捕捉到新疆发展氢能产业的机遇，布局

氢能产业，与国内氢能装备制造头部企

业——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国内最大的氢能车辆运营平台

公司——羚牛氢能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合作，围绕乌昌石天山北坡经济带，

布局制氢、储氢、加氢、车辆运营等产业

链项目。截至目前，隆盛达公司及关联

公司已在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布局建

设3个1万吨/年水电解制氢、8座氢油

气电的综合能源站项目，获批3个光伏

电站项目，总计45万千瓦。

在南疆片区阿克苏市，国内首条

一次成型超薄柔性电子玻璃生产线投

入生产；在东疆片区哈密市，新疆自主

创新研制成功世界最大单体20吨海

绵钛钛坨；在北疆片区石河子市，一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托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产出厚度仅

120微米的电极箔……

如今的天山南北，因地制宜培育

了碳基新材料、锂电材料等新的经济增

长点，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效

应加速显现。同时，新疆加快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和要素聚集，推进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

在全社会营造重视科研投入氛围。

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高于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1个百分点，新

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

快速增长，新能源装机规模进一步提

升，新能源成交电量增长近一倍。

令人欣喜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

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硅光伏产

业链主要产品产量爆发式增长；生物

医药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速达4.5%，

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首次超过

1%；电子材料产业链重点企业成功实

现了0.14mm规格UTG超薄柔性玻璃

的批量化生产和0.03mm规格技术的

重大突破，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硅光伏

产业链14个重大硅基项目稳步推进

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氢能产业链

中石化库车2万吨绿氢示范项目安全

平稳运行超300天，伊宁市绿色氢能

创新应用工程有序推进，首批10辆氢

能重卡试运行，伊吾纳宇加氢站建设

项目、汇申新能源绿电制氢及氢能一

体化示范项目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全

区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在哈密伊吾开

通运营……

集群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组建

成立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

盟新疆分盟，打通智能制造领域自治

区和国家的资源人才共享通道，探索

自治区智能化发展新模式……

激活特色产业潜力，保障国家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

“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

田，葡萄瓜果甜又甜。”《我们新疆好地

方》这首歌唱出了新疆的多姿多彩和

“人无我有”的独特资源。

2023 年，新疆粮食种植面积

4237.2万亩、增加586.3万亩，占全国

增量的六成以上，粮食面积增量、产量

增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单产位

居全国第二。作为国家优质棉基地，

新疆棉花总产、单产连续30年居全国

首位。

新疆正努力以科技创新充分激活

“独字号”特色产业潜力。加快建设农

业强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

供给基地。2023年，新增粮食产量超

过60亿斤、增量占全国34.4%，新疆

已由“区内平衡、略有结余”转变为“区

内结余、供给国家”；棉花总产511.2万

吨、占全国91%，机采率达89%，主要

质量指标为近10年最好水平；水产品

产量18.39万吨，稳居西北五省区第一

位，三文鱼等新疆海鲜已成为全国人

民“新宠”。

新疆棉花在全国“一枝独秀”。新

疆棉花产量连续5年占全国总量的

90%以上，占全球棉花总产量的1/5，

棉花品种和生产布局不断优化，机械

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水平大幅提

高，机器人优先在棉花产业上运用，机

械化播种、脱叶、采收，高效节水滴灌

以及水肥一体化、“干播湿出”等先进

技术普遍运用，大大提升了棉花种植

效率和效益。国产采棉机已成为新疆

棉花采摘的“主流配置”，自治区棉花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 2012 年的

67.79%增长到2023年的95.39%。新

疆棉的质量也在稳步提升，棉花平均

长度、马克隆值、断裂比强度等多项质

量指标位居世界前列。

今年，新疆将推动棉花生产进一

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加快全疆棉花统

一市场建设，确保棉花总产量保持在

500万吨以上；加快建设棉花和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高标准建设国家优质

棉纱基地，高质量运营中国棉花棉纱

交易中心；瞄准棉花育种、无盐印染等

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强化协同攻关。

新疆通过延链补链强链，锻长育

强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做大做强棉花

纺织产业集群，推动棉花和纺织服装

两个产业链向下游延伸，补齐化纤、印

染、家纺、设计和成衣加工等产业链供

应链短板，打造全国最大向西出口纺

织品服装加工基地。

从特色产业看，新疆“瓜果之乡”的

美誉闻名天下，不仅是我国优质商品棉

生产基地，也是粮油生产基地、林果生

产基地、畜产品生产基地。新疆推动建

设粮油产业集群，推进优质粮油标准化

示范基地建设，加快粮油产业生产、流

通、加工、存储和消费一体化发展，大力

提高新疆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的贡献度，重点推动种业、小麦

玉米、大豆花生红花油料等3个产业链。

国家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县

奇台县加强农业“芯片”建设，与新疆

农业科学院开展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搭建小麦产业科技研发平台，开展新

小麦品种选育、良种繁育、高产栽培、

精深加工等环节的技术攻关，2023年

奇台县冬小麦良种繁育与高产创建示

范田以平均亩产802.99公斤打破了

全国冬小麦百亩以上连片高产纪录。

同时，丰驿农业、红双喜等企业引进挂

面加工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小麦附加

值，部分产品使小麦附加值增加7倍以

上。在库尔勒市阿瓦提农场，新疆阿瓦

缇娜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引进的南

昌大学谢明勇院士团队香梨益生菌发

酵保鲜技术成果全面落地，该公司首条

NFC香梨益生菌果汁生产线全面量

产，最大限度保留了库尔勒香梨的原汁

原味，有效解决了库尔勒香梨精深加工

风味难保持、好产品只卖原果的问题，

大幅提高了香梨产品附加值。

新疆培育发展绿色果蔬产业集

群，充分发挥新疆生态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核桃、红枣、葡萄、杏、梨、苹果、新

梅、枸杞、沙棘等特色林果，打造番茄

加工、葡萄酒、设施蔬菜、中草药等

5 个产业链，持续推动新疆有机果蔬

产品走向全国和世界。打造建强优质

畜产品产业集群，大力实施畜牧业振

兴行动，补强建强肉牛肉羊、乳制品、

家禽、生猪、马等5个产业链，加快建

设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基地。

新疆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过程，

就是培育壮大创新主体的过程。新疆

提出，积极建设国家实验室等高能级

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研发机构全覆

盖，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行动计

划。2023年，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揭

牌，光伏材料与电池全国重点实验室

获批建设，智能装备研究院、枣产业发

展研究院落地。数据显示，2023年全

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达129.8%。

随着“八大产业集群”加速提质

增效，新疆加快落子新赛道，积极抢

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的制高点，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

新优势。

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

头堡、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打

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打造

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打

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担

当这“五大战略定位”“国之重任”，新

疆信心、底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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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实现了节能降耗、降本增

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今年，该公司计划生产天然气20亿立方米，总能耗同比

下降18.6万吨。图为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张庆华 摄

小麦联合收割机在位于昌吉市的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强农场收获小麦 何 龙 摄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地塔科1井 李 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