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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

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

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重要标志，

新疆正处于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难得

历史机遇。拜城县地处天山山脉中段南

麓，呈一带状盆地，四周群山环抱，是以维

吾尔族为主体、15 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民

族聚居县。

“十一五”时期是拜城县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的 5 年。5 年来，拜城县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均取得重

大进展，社会安定团结大局得到巩固和发

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预期目标和任

务胜利完成，推动拜城进入了蓄势勃发、赶

超进位、科学跨越的崭新阶段。5 年来，拜城

县 地 方 生 产 总 值 翻 了 一 番 多，年 均 增 长

16.67%；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翻了两番

半，年均增长 39.8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88

倍，年均增长 13.5%；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5

年的 30︰37︰33 调整到了 23︰47︰30。

2010 年，拜城县紧紧抓住历史赋予的

重要机遇，全力以赴加快发展，千方百计致

富群众，各方协力维护稳定，统筹兼顾各项

事业的当前与长远发展，开拓了和谐发展

的 新 境 界 。 2010 年 ，全 县 实 现 生 产 总 值

28.73 亿元，同比增长 13.6%。全口径财政

收入 16.07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

入 5.72 亿元，增长 34.1%。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17.41 亿元，增长 28%。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3.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35 万元，增长 8.4%；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 5088 元，增长 16.14%。全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02 亿元，增长 13.7%。

科学谋划循环经济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拜城县坚持“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布局、科技领先、

统筹协调、综合开发，强力实施工业撬动、

项目带动、投资拉动、产业驱动、开放促动、

城乡联动六大战略，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

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致力于把拜城

建设成为地区乃至南疆区域经济的“增长

极”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

头兵”。

“十二五”发展路径：围绕“一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两大优势”（资

源优势和后发优势），突出“工业强县”（以

工业为龙头，抓二产、带一产、促三产，全面

提升产业结构水平，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崛

起），推进“6433”工程（培植做强“ 六大产

业”——煤炭煤化工、油气化工、钢铁及有

色金属冶炼和矿业开发、电力能源、绿色农

副产品生产及精深加工、旅游业六大支柱

产业。实施“4 个百亿元”计划——百亿元

产业，即煤电盐一体化、钢铁冶炼、油气化

工、电力能源。百亿元企业，即宝钢集团八

钢 300 万吨钢铁厂。百亿元园区，即拜城

县重化工工业园区。力争到“十二五”末，

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00 亿元。构建“三大

框架”——构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十二

五”期间达到 1 万元乃至更高收入的产业

结构框架；构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体

系框架；构建中部以拜城镇为核心，西部以

大桥乡为中心和东部以赛里木镇为中心的

城镇化建设板块的“一核两翼”为主的城镇

化体系框架。实现“三大目标”——人均地

方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翻番；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

区平均水平，跻身中国西部百强县行列，把

拜城打造成为支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

心区。）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新型能化基地

今年以来，拜城县城市经济持续向好，

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继续保持良好势头，顺

利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为今年乃至

“十二五”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上半年，全县完成地方生产总值

14.2 亿元，同比增长 26.5%，其中第一产业

完成增加值 1.09 亿元，增长 6.7%；第二产业

完成增加值 9.18 亿元，增长 39.8%；第三产

业完成增加值 3.93 亿元，增长 8.3%。1 月至

7 月，全县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6.47 亿元，增

长 108.1%，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4.15 亿

元，增长 38.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93 亿

元，同比增长 81.47%；全口径工业增加值

9.78 亿元，同比增长 57.6%，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9.53 亿元，同比增长 56.6%。今

年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 亿

元，同比增长 14.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7486 元，同比增长 9.11%；农民人均纯

收入 2427 元，同比增长 21.5%；完成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 8.90 亿元，同比增长 185%；争

取上级补助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1.34 亿元；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774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06.15%；围绕工业发展所需的市场要素以

及后援中心等生产型服务业和与城镇化相

匹配的商贸物流、信息通讯、金融保险等生

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蓬勃

发展，全县私营企业发展到 474 家，从业人

员 5753 人，注册资金 14.48 亿元，非公经济

在县域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持续增加。逐步

建成以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

着力点和突破口，大踏步推进优势资源转

换战略、大项目大集团战略和“日月星珠”

工程，为加快推进“两个率先”提供了有力

支撑，争创“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新型循

环经济示范基地。

今年以来，拜城县严格按照地委、行署

关于开展重大项目建设的总体安排和部

署，确定了拜城县重大项目 14 项（新建项

目 7 项、续建项目 2 项、预备项目 5 项），计

划总投资 385.52 亿元，2011 年计划总投资

32.5 亿 元，上 半 年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5.28 亿

元，完成全年投资任务的 77.78%，完成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的 79%。目前，拜城县

工业园区应急供水、拜城县瑞诺机械制造

等 14 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拜城县总体布局、综合开发，用循环经

济模式、着力拉长做宽产业链条、着力构筑

循环经济园区，着力打造现代产业集群，着

力建设生态旅游景点，推进循环经济由企

业向产业、向社会“大循环”提升。

突出实践特色 用心解决问题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打好民

生工作第一仗，拜城县以项目带动为着力

点，建立民生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快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让全县群众及早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果。目前，大部分民生工程顺利开展，并已

取得了较好成效。

拜城县初步梳理涉及民生类项目 26

项 155 个，计划投资 17.46 亿元，对部分上级

补助资金未到位影响正常开工及不符合总

体规划等原因造成项目无法实施的予以调

整和置换。民生类项目共涉及安居富民工

程、保障性住房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点

工程，截至今年 6 月底，已开工项目 72 个，

完成投资 4.8 亿元。

今年以来，南疆最大的 PVC 及综合配

套循环经济项目生产基地——山西金晖拜

城循环 经 济 工 业 园 100 万 吨 PVC 项 目 在

拜城奠基。山西金晖集团公司在拜城县

拟建的 PVC 及综合配套循环经济项目生

产 基 地，项 目 预 计 总 投 资 200 亿 元，分 两

期 建 设，预 计 2018 年 全 部 建 成 投 产 。 该

项目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和环

保 理 念，工 厂 废 弃 物 将 作 为 下 游 产 业 原

料 ，以 达 到 无 污 染 、清 洁 环 保 的 良 好 效

果。项目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将达到 100

亿 元，并 将 带 动 型 材 加 工、物 流、服 务 业

等 下 游 产 业 的 延 伸，同 时 可 提 供 6000 多

个 就 业 岗 位，具 有 可 观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效益。

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沙雅

县，塔里木河穿过县境 220 公里，在塔河两

岸有着全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

胡杨林以及众多湿地、红柳、甘草和罗布

麻。这里物产丰美，被授予“中国塔里木胡

杨之乡”、“中国塔里木棉花之乡”等七大特

产之乡，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沙雅县：粮棉

产业大县、石油开发新区、生态资源宝库、

塔河岸边明珠。

在新形势下,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是增

强沙雅县综合实力的现实选择。根据循环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沙雅县循环经济发

展的现状,沙雅县应当紧紧围绕棉花、林果

业、畜牧业和特色产业等构建循环经济的

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理念推进

“一园两基地”工业园区发展

沙雅县决策者深知，大力发展本县经

济，必须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加大

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推进

各项事业发展，使经济与社会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

近年来，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依

托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自然资源，

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突出发展天

然气化工和轻纺产业等主导产业，稳步发

展农副产品深加工、轻工等支柱产业，合理

发展为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提供基础和配

套支持的建筑业、高新科技等产业，形成围

绕优势资源为竞争资本的生态型、循环型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大力

推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引导产业集群发

展，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园区企业的竞

争力和创新力，促进各企业做专做深、做大

做强，提高园区内产业集聚度和关联度，培

育一批产业竞争优势明显、积聚度高、具有

较大市场前景和影响力的产业群，实现速

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实现企业、行

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实现

水和废物的减量、再用和循环，努力建设

“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利用、

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同时，沙雅县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自

治区产业发展规划，按照“一园两基地”（即

沙雅天然气化工产业基地、轻纺产业基地、

综合产业区生态工业园）进行规划建设。

天然气化工产业基地主要依托沙雅县

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国家重点支持新疆发

展，逐步放宽天然气利用政策，重点发展硝

基复合肥、硫酸铵等系列产品；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纤维及其系列产品；消毒剂、烧碱

等系列产品；笨胺、10 万吨丙烯酸、PC 及其

系列产品，构建百亿元产值天然气化工产

业区，新增就业岗位 5000 个。

轻纺产业基地作为自治区纺织工业调

整振兴规划“两城七园一中心”战略布局的

七园之一，重点发展纯棉纺织、粘棉混纺

等，着力打造纺纱、织布、印染、制衣等产业

为一体的前后向密切相关、互为发展条件

的完整、循环棉产业链，发展独具特色的纺

织工业园，力争“十二五”末实现 60 万锭规

模、远期按 100 万锭规划建设，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60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10000 个。

综合产业区生态工业园主要是依托沙

雅县六大绿色农产品基地的建设，以农副

产品深加工、野生生物产品加工产业为主，

重点发展生物制药、林果深加工、粮食深加

工、油脂精深加工、特色畜产品深加工及其

它产业。目前，已有 7 家农业龙头企业入

驻园区。

截至目前，沙雅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已入驻企业 20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9.5 亿

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2.2 亿元，占全县工业

增加值的 90%；实现就业 2800 余人；实现利

税 3000 余万元，占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的 10%。

巧借东风增强“造血功能”

记者还了解到，沙雅县领导班子巧借

援建东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沙雅县决策者考虑到，浙江嘉兴是民

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尽快吸引嘉兴

乃至浙江全省的民营资本投资，支持和提

升沙雅本地产业发展，沙雅县提出将沙雅

工业园作为嘉兴工业园的“园外园”以及在

沙雅工业园区内建设嘉兴纺织工业园等设

想，并提出了 5 项与园区建设相关的投资

项目。沙雅县工业园区办副主任杨军说：

“有了嘉兴这个平台，我们将大大扩展在浙

江乃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和融

资的广度与深度，大力提升沙雅生态工业

园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今年，我们还将在嘉兴市举办沙雅县

招商引资推介会，让沙雅丰富的石油天然

气、特色林果、生态旅游等资源走进嘉兴乃

至浙江投资者和社会群体心中，利用好浙

江民营企业的强大实力，为县域经济的发

展注入新活力。”沙雅县发改委主任周象征

表示。

“沙雅要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持续提

升，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根本和长远之

策。”沙雅县委组织部干部室主任王涛也表

示，“嘉兴援沙指挥部副指挥长、嘉兴市委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陈胜提出，要以智力援

沙，增强沙雅‘造血功能’，提升综合自我发

展能力。双方经过商定后，确定了首批嘉

兴援沙干部人才交流培训类项目 11 个，其

中外派培训（挂职锻炼）项目 4 个、本地干

部人才培训项目 7 个。”

特色产业迅速发展

近年来，沙雅县按照“发展生态经济、

打造绿色沙雅”的总体思路，牢固树立“生

态绿色、重工强农、开放创业、互利共赢、和

谐稳定”5 种理念，以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

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为重点，加快“粮、

棉、果、畜、草和大棚花卉、果蔬”六大绿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新型棉花

产品加工业、以农副产品深加工、野生生物

产品加工产业为主，重点发展生物制药、林

果深加工、粮食深加工、油脂精深加工、特

色畜产品深加工及其他产业和生态旅游服

务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

城镇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

阶，全县社会政治大局进一步稳固，获得了

国家卫生县城、全国科技进步县等荣誉。

2010 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24 亿元，

同比增长 13.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9 亿

元，增长 50.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 4.8 亿元，增长 64.6%；实现工业增加值

3.2 亿元，增长 2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2 亿元，增长 1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6724.2 元，增长 25.9%；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3685 元，增长 11%。

如今，“ 坚韧不拔、自信豁达、自强奋

进”的沙雅精神已成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杨 望

发展新型循环经济 加快拜城县转型升级发展新型循环经济 加快拜城县转型升级
———拜城县循环经济转型纪实—拜城县循环经济转型纪实

沙雅县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城市转型

■ 本报记者 陈耷超 乔文斌 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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