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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农业综合执法要
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重点任务”的工作要求，
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认真履行执法职责，
着力加大对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力
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农产品消费安全。

压实工作责任，配强执法力量。湖北省紧紧抓
住农业综合执法改革契机，要求各级农业综合执法
机构认真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的职责，依法依规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职责、
执法领域和执法重点，配足配强执法力量。各地基
本上都配备了专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力量，建
立了常态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实行精准执法。围绕重点领
域、重点品种和关键环节，客观分析农产品质量安
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执法的针对性。对豇豆、韭菜、芹菜、草莓、鸡蛋
等重点品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行“一个问题
品种、一张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一批管控措
施”，切实强化问题治理，实行精准执法。2021 年，
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随机选点暗访暗查的方
式，共检查 136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体，覆盖全
省 17 个市州、26 个县、72 个乡镇街道，排查发现各

类问题和违法线索 269 条，并将问题和违法线索及
时反馈给相关市、州、县农业农村部门，发现的问题
都得到有效处理。

突出案件查办，保持高压态势。加大案件查办
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重点查处违法违规使用禁
限用药物、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常规药物残留超
标、超范围超剂量用药、不执行休药期间隔期、生产
记录不规范、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畜禽、注水注药、不
按规定进行检疫 10类违法行为。对危害性高、社会
影响大的案件，采取省级集中调度、挂牌督办、联合
查案等形式予以严查快办。涉嫌犯罪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案件，坚决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1年，湖北省共查处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448
起，移送公安机关27起。

强化过程执法，排除安全隐患。湖北省全面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及时排除农产品
质量安全隐患。依法严格检查农产品生产记录和档
案管理等制度，通过强化农产品生产过程执法，将执
法关口前移，杜绝可能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违法行为发生。除开展两次定期监督抽查外，还开
展了“两节”“两会”和冬奥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查，共抽检 1980 批次农产品，发现问题农产品 7 起，
溯源查处率100％。在去年湖北省首届农博会期间，
探索采用新的快速检测方法对参展农产品随机抽样

检测，发现问题样品 4个，通过现场公共显示屏实时
公布检测结果，吸引很多观众驻足咨询，取得了良好
的普法宣传效果。

严格评议考核，提升执法效率。湖北省充分利
用食品安全城市、农产品安全县等评议考核机制，推
进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要求全省涉农县
（市、区）年查处违法违规使用禁限用药物、非法添加
有毒有害物质、常规药物残留超标、超范围超剂量用
药、不执行休药期间隔期5种类型的农产品案件数不
能少于两起，未按要求完成查办相应类型案件数量
的，或未按规定向司法机关移送农产品质量安全案
件的，酌情扣减相关考核分数。

为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湖北省将
着眼于“三强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强化工作考核。湖北省将在农业执法工作考核
指标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考核
指标的权重，继续督促市县农业执法机构配足配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力量。

强化案件查处。湖北省将按照《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案件查办工作的通知》，进一
步加强案件查办工作，特别是要增加农业农村部要
求的 1-5类案件的办案数量。加强案件的分类统计
工作、典型案例的收集和评查工作等。

强化监督抽查。湖北省将积极完成国家监督抽

查工作、食品安全城市和农产品安全县的创建或复
审工作、“治促控”三年行动、农产品安全隐患排查、
典型案例推介等工作。完成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及不合格样品溯源查处工作（承担国家和省级

养殖业产品的监督抽查和不合格样品溯源查处工
作）。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采取不按农产品品
种，随机抽查生产主体的方式，探索新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方法。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 田杭宇

20222022 年以来年以来，，为贯彻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方为贯彻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要求案要求，，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充分发挥农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充分发挥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服务种子业综合行政执法服务种子、、耕地两个要害的重要作耕地两个要害的重要作
用用，，严厉打击品种权侵权严厉打击品种权侵权、、制售假劣制售假劣、、非法生产经营非法生产经营
转基因种子等违法行为转基因种子等违法行为，，为湖北农业高质量绿色发为湖北农业高质量绿色发
展保驾护航展保驾护航。。

早谋划早谋划，，重工作部署重工作部署。。未雨绸缪早谋划未雨绸缪早谋划。。新春新春
伊始伊始，，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于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于““早早”，”，印发印发
了了《《20222022 年湖北省农作物种子品种权保护专项行动年湖北省农作物种子品种权保护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关于开展 20222022年春季水稻年春季水稻、、玉米种子执玉米种子执
法抽检的通知法抽检的通知》》等文件等文件，，继续深入开展种业监管执法继续深入开展种业监管执法
年活动年活动。。22月底月底，，召集有品种权的种子企业召开维权召集有品种权的种子企业召开维权

恳谈会恳谈会，，充分听取品种权人对种子品种权保护工作充分听取品种权人对种子品种权保护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的意见和建议，，公布举报电话公布举报电话，，充分了解种业界维权充分了解种业界维权
打假的需求打假的需求。。采取省组织采取省组织、、市州实施的方式市州实施的方式，，对重点对重点
地区地区、、重点种子品种开展真实性抽检重点种子品种开展真实性抽检。。省级重点检省级重点检
测测8585个水稻个水稻、、玉米品种的真实性玉米品种的真实性。。

强执法强执法，，重主体监管重主体监管。。强化协同联动强化协同联动。。春耕生春耕生
产以来产以来，，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上下联动湖北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上下联动，，对对
种子种子、、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开展全面排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门店开展全面排
查查，，通过与农资经营户签订通过与农资经营户签订《《农资规范经营承诺书农资规范经营承诺书》，》，
发布发布《《致广大生产经营者和农民朋友的一封信致广大生产经营者和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为为
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强化专项治理强化专项治理。。湖北省春季农湖北省春季农
资打假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资打假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201712017人次人次，，巡查检巡查检
查农资企业和门店查农资企业和门店 1040810408 个个（（次次），），查处问题查处问题 213213 起起，，
切实对侵权和假劣种子形成全面围剿态势切实对侵权和假劣种子形成全面围剿态势，，使其无使其无

处藏身处藏身、、无法下地无法下地。。
造氛围造氛围，，重舆论宣传重舆论宣传。。强化舆论宣传发动强化舆论宣传发动。。近近

期期，，在电视台循环播出以在电视台循环播出以““打假护农保春耕打假护农保春耕 稳产保稳产保
供促振兴供促振兴””为主题的专题节目为主题的专题节目，，在全省掀起农资打假在全省掀起农资打假
保春耕和保春耕和““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热潮宣传周活动热潮。。强强
化行业社会共治化行业社会共治。。各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各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公益组公益组
织织、、新闻媒体的作用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定期将查办的案件及时上报不定期将查办的案件及时上报
并在门户网站公布并在门户网站公布，，构建执法监管构建执法监管、、行业自律行业自律、、社会社会
监督监督、、公众参与的农资治理体系公众参与的农资治理体系，，营造诚信守法的良营造诚信守法的良
好社会氛围好社会氛围。。

为贯彻落实全国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为贯彻落实全国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视频会议精神劣套牌侵权视频会议精神，，湖北将着重从以下几个湖北将着重从以下几个
方面下功夫方面下功夫。。快行动快行动，，从严从重查办一批案件从严从重查办一批案件。。畅畅
通举报渠道通举报渠道。。通过通过““1231612316””农资打假专线和群众信农资打假专线和群众信

访投诉举报访投诉举报，，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合法诉求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合法诉求。。持续开持续开
展抽检展抽检。。采取省组织采取省组织、、市州实施的方式市州实施的方式，，对重点地对重点地
区区、、重点种子品种持续开展真实性抽检重点种子品种持续开展真实性抽检。。强化专项强化专项
整治整治。。把种业执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种业执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聚焦重要聚焦重要
品种品种、、重点环节和关键时节重点环节和关键时节，，集中优势执法力量持续集中优势执法力量持续
开展种业执法监管活动开展种业执法监管活动，，大力推广大力推广““一地发现一地发现、、全省全省
联查联查””的执法模式的执法模式，，发现一批发现一批，，查处一批查处一批，，从严从重从从严从重从
快查处农资制假售假和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快查处农资制假售假和坑农害农违法行为。。

破难题破难题，，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公布典型案公布典型案
例强警示例强警示。。以假冒伪劣以假冒伪劣、、套牌侵权套牌侵权、、非法生产经营转非法生产经营转
基因种子等为重点基因种子等为重点，，公布一批公布一批，，以案说法以案说法，，强化警示强化警示
教育教育，，为全省乃至全国种业保护和其他行业提供可为全省乃至全国种业保护和其他行业提供可
复制复制、、可借鉴可借鉴、、可推广的执法经验模式可推广的执法经验模式。。务求工作实务求工作实
效重调研效重调研。。围绕品种权保护的重难点问题围绕品种权保护的重难点问题，，全省全全省全

覆盖开展调研覆盖开展调研，，破解执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破解执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建机制建机制，，健全种业执法长效机制健全种业执法长效机制。。建立行刑衔建立行刑衔

接机制接机制。。未来将出台未来将出台《《湖北省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湖北省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湖北省重大农业违法案件湖北省重大农业违法案件
督办管理办法督办管理办法》，》，加强与公安加强与公安、、检察院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法院等部门的
沟通衔接沟通衔接，，建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立健全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案件移送机
制制，，联合开展重大案件查办工作联合开展重大案件查办工作。。建立普法引导机建立普法引导机
制制。。强化种业保护普法宣传和培训强化种业保护普法宣传和培训，，推动学法用法守推动学法用法守
法法，，引导市场主体运用专利权引导市场主体运用专利权、、商标权等多种知识产商标权等多种知识产
权保护手段权保护手段，，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营造种业全面营造种业
振兴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振兴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建立区域联动机建立区域联动机
制制。。湖北与甘肃湖北与甘肃、、重庆重庆、、江苏江苏、、福建福建、、广东广东、、贵州贵州、、陕西等陕西等
地建立了地建立了““农业执法省际协作农业执法省际协作办案机制办案机制”，”，加强区域间加强区域间
协作配合协作配合，，形成打击治理合力形成打击治理合力，，提升执法效力提升执法效力。。

农业执法利剑守护种业振兴

湖北省农业执法护航乡村振兴

本报讯 6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召开
早稻病虫防控视频连线会，调度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等早稻主产省份病虫害发
生情况、防控进展，连线田间地头，查看
防控效果，听取基层植保人员介绍有关
情况，并对监测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会议要求各地在早稻病虫防控取
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突出抓好晚熟早
稻和中稻病虫害防控，全力以赴“虫口夺
粮”保丰收。

会议认为，今年早稻病虫害发生重于
上年，其中江南、华南北部二化螟虫源基
数同比偏高40%以上，湖南、江西亩均虫量
超过 1 万头，大部呈偏重、大发生态势；水
稻“两迁”害虫6月上旬开始迁入量显著增
加、田间虫量快速上升，稻飞虱呈偏重、稻
纵卷叶螟呈中等发生态势；纹枯病在大部
稻区偏重发生，稻瘟病、水稻白叶枯病局
部重发，对水稻生产构成较大威胁。据统
计，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区早稻病
虫害累计发生面积 1.42亿亩次，同比增加
近10%。

会议指出，各地高度重视早稻病虫害
防控工作，监测防控措施抓得紧、落得实，
大力推行灌水灭蛹、诱杀成虫、科学用药

等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措施，累计实施防
控面积 1.53亿亩次，有效遏制了病虫重发
危害势头，保障了早稻生产安全。虽然病
虫害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当前晚熟早
稻、中稻病虫害发生重于上年，监测防控
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会议强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
“两增两减”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要求，进
一步落实落细监测防控措施，做到“四个
紧盯”。一是紧盯病虫害监测。坚持丰收
不到手、监测不放松，跟踪掌握病虫害发
生消长动态和新特点，及时预报预警，科
学指导防控。二是紧盯防控任务落实。
围绕“两增两减”核心任务，把形势估计得
严峻一些，把困难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
些，进一步加强动员部署，确保防控措施
落实落地。三是紧盯救灾资金使用。尽
快将中央财政防控补助资金下拨到县，积
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大力推进统防统
治、绿色防控，切实提高防控效果和效
率。四是紧盯突出问题调研解决。针对
基层体系薄弱、技术普及率不高等问题，
加强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着
力加强基层植保体系建设、提高植保技术
到位率。 龙新

农业农村部召开早稻病虫防控视频连线会要求

紧盯病虫监测抓好防控措施落实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没想到总书记这么快就给俺回信
了！”6月27日上午10时许，安徽省阜阳市
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农民徐淙祥手捧
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发来的回信，激动得
热泪盈眶，“信里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体现
出总书记对农民的关爱，对农业的关心，
让我们充满了信心。”

11年前的 2011年 4月 8日，习近平在
安徽考察时来到徐淙祥牵头负责的现代
农技推广示范基地。习近平察看麦苗，了
解单产，当得知基地刷新了前一年安徽省
小麦单产纪录时，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徐淙
祥要继续努力，研发更多更好的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再作新贡
献。“当时的场景，我永生难忘。”徐淙祥的
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11 年来，徐淙祥带着总书记的嘱托，
全身心投入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一直配
合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业科研，承担了
许多项目，研发出一些新品种，并获得了
一批发明专利。“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人

大代表对我说，你搞农业科研取得了这么
多成果，应该向总书记汇报汇报，让他高兴
高兴。”徐淙祥说，他当时就有了给总书记
写信的念头。

今年，安徽省各地干群齐心协力，战
胜了低温、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小麦获
得了历史性丰收，农民们都感谢党的好政
策。“这么好的消息，一定要向总书记汇
报。”6 月 1 日，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一挥而
就。徐淙祥在信中汇报了自己十多年来
从事粮食生产、帮助群众脱贫等的情况和
体会，表达了继续做好农业研发推广工
作，带动更多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的决心。

6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徐淙祥回
信，向当地的乡亲们表示问候，对全国的
种粮大户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在信中
开头就写道：“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
种粮能手。”这些天，徐淙祥反复向村民念
叨着，“11年了，没想到总书记还记得我！”

徐淙祥说，总书记的信像拉家常一
样，字字真情，催人奋进。他一定要按照
总书记指示，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
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

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
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得知儿孙也跟着我干农业，总书记
在回信中说，他感到很高兴。”徐淙祥激动
地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都在
与土地、粮食打交道。如今，他的儿子、孙
子也加入了种粮的行当。儿子徐健负责
管理1200多亩高产示范田，是远近闻名的
种田能手。今年示范田种植的几个小麦
品种亩均产量都超过了 800公斤，创下历
史最好纪录，大田种植平均产量也都在
600公斤以上。徐健感慨：“之所以能取得
高产，一是政策好，二是科技落实到位。”

徐淙祥的孙子徐旭东主要从事种子
和农业科技研究。“总书记来信让我倍感
振奋，我觉得农业产业是一个广阔的舞
台，年轻人在农业上可以大有作为，我要
像爷爷一样坚持做农业，做个新农人。”徐
旭东说。

“看到总书记回信后，咱全村都沸腾
了。”张槐村党支部书记单光辉说，我们一
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扛起国家粮食安全责

任。村里共有 7248 亩耕地，流转了 5200
亩，时下已经夏种完毕，种上了大豆和玉
米。未来将继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
为打造高标准的国家农业示范园区努力。

“总书记给徐淙祥的回信语言朴实，
风格亲切，体现了总书记胸怀‘国之大
者’，对三农工作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体现
了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对农民群众的
关心关爱；还为我们进一步抓好粮食生产
指明了方向。”阜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
振华表示，作为粮食生产管理部门的同
志，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振奋。将持续深
入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和关于粮食安全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上体现责任担当。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稳粮食安全
责任，落实好国家支持粮食种植大户等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各项政策措施，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鼓励规模经营主体推广应用
农业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带动
更多的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安徽省委
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表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给种粮大户的回信在安徽三农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上接第一版）
南疆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州，曾是脱贫攻坚战中的
“硬骨头”。新疆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安居工程、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落实落细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实现应
保尽保；实施易地搬迁、转移就业、产业扶持……一
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让这些地区面貌一新。
2021 年，新疆制定完善发展产业、稳岗就业、综合保
障兜底等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一项项举措，展现了新疆各族群众共谋发
展的奋进姿态。

2012 年至 2021 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17921元增长至 3764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6394元增长至 15575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民用机场目前总量
达 24 个；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达
100%；至2020年底，新疆308.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666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一组组数字，见证了新疆
在新时代的坚实发展步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的战
略力量。在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兵

团真正建设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
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围绕补齐发展短板、延伸产业链，谋划了一系列有
市场前景、有规模体量、有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项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注入动力。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靠发展，也靠法治。新疆
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既依法严厉打击暴
力恐怖犯罪，又注重开展源头治理，广泛深入开展

“法治宣讲下基层”“国旗下讲法治”“巴扎普法”等活
动。目前，新疆已连续 5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
刑事治安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
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

2014年 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

论断。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90 后”姑娘如克亚木·麦提赛地是库尔班大叔
家的第四代，曾在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服
役。如今，她是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把
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讲给一批批参
观者。“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对各
民族大团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感觉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让民族团
结代代相传。”如克亚木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持续开展“访民情惠
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每年选派7万余名干部组成1
万余个工作队深入各族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近年
来，新疆干部职工与各族群众结对认亲，累计走访1.7
亿多户次。目前，新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示范单位103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14个。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
期建疆”。

“文化润疆，滋润心田。总书记的要求，让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疆，要更加注重发挥文化润心铸魂、凝聚人心的作
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我
们将打造一批体现新疆特色、各族群众欢迎的精品
力作，让文化润疆真正“润”到各族群众的心坎里。

走进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园整洁，书声
琅琅。校长阿伊努尔·阿卜杜喀迪尔说：“总书记2014
年来考察时，学校有学生 410人，现在增加到了 1318
人。这些年，我们从全国各地引进教师扩充改善师资
队伍。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文化人，让各民
族孩子从小就在心里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

大漠茫茫、驼铃声声。新疆，承载古丝绸之路的
历史荣光，也在新时代迎来崭新的历史机遇。

在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在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
用”，要“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家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在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求。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近年来，新疆加快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重点推进乌鲁木齐国际
陆港区建设，畅通枢纽和支点。在重要支点霍尔果
斯口岸，大约每 1.5 小时，就有一辆中欧班列西出国
门。这支“钢铁驼队”，已成为全球产业链“大动脉”。

融合高水平开放政策。喀什综合保税区内，满
载货物的车辆来回穿梭，毗邻的喀什国际航空货运
区建设项目已初具雏形。未来，航空货运与综合保
税将实现政策叠加相融。乌鲁木齐海关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喀什综保区进出口额达 46.2 亿元，同
比增长612.6%。

着力打造口岸经济带。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培
育进出口产业、推动口岸就地生产加工出口，新疆正
稳步推进“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口岸经济”
转变。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绘就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
展新图景。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