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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阿克蘇地區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
構，謀求科學發展，㠥力建設特
色林果、優質商品棉、商品糧、
畜禽產品生產『四大基地』，努力
把阿克蘇建成充滿生機活力和吸
引力的旅遊及商貿物流集散地，
進一步提升阿克蘇市、庫車縣兩
座『龍頭城市』功能，㠥力彰顯
龜茲、刀郎『兩大文化品牌』影
響力，經濟進入創新驅動、內生
增長、可持續發展軌道。」黃三
平說。
通過調整，阿克蘇地區產業結

構比由2009年的29.8：30.4：39.8調
整為2011年的24.6：35.1：40.3，農
業基礎地位進一步夯實，工業主
導地位進一步增強，高新技術企
業、裝備製造業實現突破。
在「保糧、穩棉、強果、興畜」

方針指導下，2011年，第一產業增
加值達到161.36億元，居全疆第2
位，10年年均增速達到8.65%。
「糧棉果畜」四大基地建設成

效顯著，2011年阿克蘇地區糧食產
量達146.22萬噸，棉花產量達53.48
萬噸，水果產量133.46萬噸，2011

年末牲畜存欄、出欄數分別達441萬、
412萬頭（隻）。
「阿克蘇紅富士蘋果」、「阿克蘇核

桃」、「庫車小白杏」等地理標誌證明商
標通過註冊認證，打造了一批特色農業
品牌。
這些年來，阿克蘇地區堅持環保優

先、生態立區，一切開發建設遵循資源
開發可持續、生態環境可持續，做到發
展與環境保護有機結合，速度、質量、
效益有機統一。
「我們絕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

以保護現有生態為基本目標，以冰川、
草場、森林、植被、河流、大氣、濕地
為重點內容，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
建設。」黃三平說。
近年來，人工造林面積522.9萬畝，農

業高效節水面積達259萬畝，城鎮綠地率
達38.5%⋯⋯
2010年，阿克蘇地區萬元GDP能耗為

2.4935噸標準煤/萬元， 地區城鎮人均綠
地面積10.33平方米，城鎮生活污水處理
率已達99%。

在加快環保設施建設的同時，阿克蘇
地區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宣傳循環經
濟，使得發展循環經濟、改變增長方式
成為很多企業的共識。
黃三平介紹，阿克蘇地區已確立以阿

克蘇市、庫車兩座龍頭城市為中心，打
造宜居宜業的南疆中心城市框架；以拜
城、沙雅、新和、溫宿縣為支撐，加快
「居中崛起」；以柯坪、烏什貧困縣和阿
瓦提財政困難縣為重點，完善投入、幫
扶機制，增強發展實力。
其中，阿克蘇市圍繞打造「水韻之

城、人居最佳」的目標，按照「北聯、
南擴、東優、重點西進」的思路，加快
「一軸兩翼」和「城心」建設力度，啟動
多浪河景觀帶二期改造工程和七彩河工
程規劃建設，拓寬城市空間，完善城市
功能，美化人居環境，㠥力打造森林
化、生態型、環保型的西部明珠。
庫車縣則繼續圍繞打造「龜茲故地、

石化新城」的目標，高質量、高品位抓
好城北新區開發建設和城區老飛機場、
火車站、西區產業園等重點片區的規劃
建設，加快對老城區、棚戶區改造、廉
租房建設及老城河改造工程，打造生態
廊道、森林公園和濱水景觀，建成既體
現龜茲文化特色又凸顯時代特徵的精品
城區。
一批工業強鎮、商貿重鎮、文化旅遊

名鎮和特色新型示範城鎮、村莊啟動建
設，基礎設施加快完善，城鎮產業和人
口承載力、經濟活力持續增強。物流、
旅遊、金融、特色餐飲等生產、生活性
服務業快速發展，2011年地區第三產業
增加值150.98億元，較2009年增長47%。
近年來，阿克蘇地區已先後創建了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家級衛生城
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人居環
境範例城市」等稱號，實現了經濟社會
的和諧發展。
黃三平表示，阿克蘇地區科學發展的

路徑逐漸明晰，協調發展的格局正在改
觀。
黃三平說，多年來的發展成就證明，

阿克蘇地區各族人民緊緊抓住西部大開
發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歷史機遇，
以發展為第一要義，聚精會神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推進優勢資源轉
換戰略，狠抓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
整，地區經濟綜合實力一次次邁上新的

台階。
「使命在肩責無旁貸，科學

跨越信心滿懷。」黃三平表
示，阿克蘇地區「十二五」時
期將奮力實現生產總值超千億
元，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超
百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五年累
計完成2000億元，城鄉居民人均
收入翻一番，公共服務能力達
到西部省區平均水平目標。

之 新 疆 篇

2002年「十六大」召開以來，尤其是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後，阿克蘇地區全面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優勢資源為依托，
以產業結構調整為重點，以市場需求為導
向，堅持以新型工業化為第一推動力，實施
「64122」工程，全力推進「六大支柱產業」
建設，使跨越的速度更快了，趕超的實力更
強了，開放的引力更大了，阿克蘇發展進入
新的境界：
與2009年相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7%，

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110%，全社會固
定資產投資增長89%。
2010年招商引資到位資金增長37%，2011

年增長49%。今年上半年，落實招商引資到
位資金107.05億元，簽約招商引資項目合同
金額163.8億元。
2011年，工業增加值首次突破400億元大

關，工業尤其是規模以上工業成為拉動經濟
增長的重要引擎，地方工業增加值94.94億
元，全地區（地方）生產總值達到362.87億
元。
阿克蘇地區已成為塔里木盆地油氣勘探開

發的主戰場和「西氣東輸」的主氣源地。境
內已探明石油、天然氣儲量分別佔塔里木盆
地已探明儲量的88.58%和93%，「西氣東輸」

「一大五中」六個主力氣田中的「一大四中」
在地區境內。
依托豐富的油、氣資源，阿克蘇地區從無

到有、從弱到強，建設了煉油、化肥等石化
產業群，正在向精細化工產業延伸。
「未來十年，我們要將阿克蘇打造成我國

西部重要的石油、天然氣化工產業基地。」
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說。
當地煤炭資源儲量大、煤種全、品質優、

宜開發，佔南疆已探明儲量的85%以上，新
疆四大煤田之一庫拜大型煤炭基地就在阿克
蘇地區。此外，其它礦產資源也很豐富，已
發現79種礦產。
依托豐富的能源資源，阿克蘇地區㠥力發

展能源產業。截至2011年底，發電裝機達到
102.4萬千瓦，發電量35.01億千瓦時，已成為
南疆煤電能源基地。
目前，阿克蘇地區正㠥力打造煤焦化、煤

電化產業鏈，加快培育礦產勘探、開發、冶
煉、深加工一體化。
作為國家優質商品棉基地、中國著名的

「長絨棉之鄉」，阿克蘇棉花種植面積450萬
畝左右，年產原棉1000萬擔以上。目前，
正全力推進阿克蘇紡織工業城（開發區）
建設，大力發展織布、印染、針織等產

業，打造新疆優質棉紗、棉布和紡織品生
產基地。
截至2011年底，紡織總產能規模已達91.6萬

錠，2011年生產紡紗3.58萬噸，預計到今年底
阿克蘇地區棉紡織產業規模可達131.6萬錠。
依托豐富的農產品資源，阿克蘇地區大力

扶持農產品深加工產業發展，截至2011年，
80%農產品實現就地深加工。
阿克蘇機場改擴建、庫阿高速公路⋯⋯一

系列重點項目的開工建成，使阿克蘇經濟社
會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全疆經濟發
展大格局中的地位也越來越凸顯。
「十六大」以來，阿克蘇地區迎來了歷史

上最好最快的建設時期，重點工程的數量、
規模幾乎年年創新高。2011年，完成固定資
產投資252.1億元，比2002年增長8.42倍，居
全疆第6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
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黃三平說，為把更多
的公共資源投向民生領域，推進基本公共服
務均等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多年來阿克
蘇地區高度重視民生建設工作，始終把百姓
放在心上，把民生抓在手上。
尤其是2011年以來，阿克蘇地區大力開展

「民生建設年」活動，財政用於民生保障支出
佔總支出70%以上，緊緊圍繞人民群眾最關
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高投入、
寬覆蓋、高效率地實施民生工程，集中力量
解決了一批影響民生的突出問題，極大地凝
聚了民心、提振了信心：
2011年，當地各級財政用於民生建設的支出

達104.4億元，佔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72%，
637項民生重點工程完成投資101.94億元。
阿克蘇地區在全疆率先實施「全免費、再

補助、就業式、預科制」的「兩後生」整建
制學制教育培訓促就業工程，力推高校畢業
生赴援疆省市培養，一系列的舉措促進就
業，把就業當做民生之本來抓，職業培訓
15.66萬人，兩年來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
10.8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2.41%。
加快「安居富民、定居興牧」工程和城鎮

保障性住房建設，幫助困難群眾實現「居有
其所」。兩年來完成安居富民、定居興牧9.07
萬戶，完成廉租房、公租房、棚戶區改造9.92
萬戶⋯⋯
2011年用於教育的支出36.91億元，初中升學

率達到94%，學齡兒童入學率達100%。⋯⋯
基本形成了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基礎，

社區衛生服務站為補充的城市社區衛生服務
網絡和農村以「縣為龍頭、鄉為樞紐、村為
基礎」的三級衛生服務網絡。2011年底，參保
居民達16.67萬人，由「要我參保」轉變為
「我要參保」。

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5820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6895元。
今年，繼續深化「民生建設年」活動，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首要任務，實施重點民
生工程290項，完成民生投資80億元。
截至7月末，「民生建設年」重點工程已開

工200個項目，實際完成投資54.89億元，完成
計劃的68.61%，民生建設向更深、更廣領域、
更高水平挺進。
「今年，我們要求惠民政策不變、支持力

度增強，扎實推進，確保重點民生工程建設
任務落到實處，實現『經濟大佈局、民生大

改善、人民群眾素質和品質大提升』的目
標。」黃三平說。
「小河有水大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黃

三平表示，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不僅不矛盾，
反而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經濟發展是改善民
生的物質前提，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
的；反過來，民生的改善創造了和諧的社會環
境，又會對經濟發展以有效推動。
他說，2011年，阿克蘇地區全面小康社會實

現程度達66.5%，2015年將達78
%以上，2020年將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面小康。
「今後要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做

大做強經濟蛋糕，創造性地實施民生工程，
讓阿克蘇地區各族人民群眾充分享受經濟發
展的成果。」黃三平滿懷信心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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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業化提速 後發趕超謀跨越

民生建設得民心 發展成果共分享

■拜城縣熱斯坦社區棚戶區改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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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89.13億元，地方公共財政
預算收入62.1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52億元，

農牧民人均純收入689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20元。

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回穩加快，地方生產總值增長
14.7%，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2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80.1%，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14.4%、15.7%⋯⋯

■華錦化肥

在南疆率先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
新疆阿克蘇：

■十八大代表、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

—訪十八大代表、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

阿克蘇，維吾爾語，意為「清澈奔流

之水」，是絲綢之路古道上的一顆璀璨

明珠，地處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

北緣，位於南疆中部，面積13.13萬平方公里，轄8縣1

市，總人口257萬，是一個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

居區。

日前，十八大代表、阿克蘇地委書記黃三平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介紹了阿克蘇地區概況，並表示，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自治區黨委七屆九次全委（擴

大）會議為標誌，阿克蘇站在了轉型升級、跨越奮進的新

起點。」

黃三平說，2010年7月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提出「兩個

率先」要求：阿克蘇地區在南疆率先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

久安，率先實現新型工業化、農牧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

他說，根據這兩個要求，阿克蘇地委、行署審時度勢，

作出了以現代文化為引領，以科技教育為支撐，以改革開

放為動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實施「64122」

工程，加速推進「三化」進程的具體戰略選擇。

這些年來，阿克蘇地區各族幹部群眾腳踏實地、變化變

革，勇於擔當、務求實效，以「黃牛精神加袋鼠步伐」，

主動肩負科學跨越、長治久安「兩大使命」，全力推進

「兩個率先」，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速。

■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阿克蘇市多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