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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本报讯（记者 赵娟娟） 7月4日，
市委书记姜四清主持召开市委疫情防
控专题会暨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第九十二次疫情防控专题会暨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
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和省委

“早、快、准”要求，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扭住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
确保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秀玲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张震海、武跃飞、刘
亮、王琳玉、田东、何向荣、袁小波出席
会议，副市长魏元平安排部署近期疫情
防控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
弦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以强烈责任
担当守好朔州阵地。要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抓好市委提级督导发现问题整改
落实，进一步规范社会面核酸采样流
程，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做好
交通卡口排查管控，织密织牢“电子围
栏”，严格管控居家隔离、健康监测人
员，杜绝“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
要在抓落实上下绣花功夫，切实保证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一是
严格落实第一时间、第一落点“落地核
酸+点对点转运+精准赋码+隔离管控”
常态化综合管理措施，及时掌握外防输
入新政策，用好科技手段，为广大基层
防疫人员和人民群众提供精准服务。
二是加强社会面筛查，严格督促各类市
场主体不折不扣执行查验措施，进一步
加强宣传发动，鼓励引导广大市民自觉
配合防控工作。三是加强重点管控，持
续紧盯各类重点行业、重点机构场所、

重点人员等，严格执行定期核酸检测规
定，加密核酸频次。要加大对防疫人员
的关心关爱力度，全面落实关怀政策，
确保广大工作人员身心健康。

会议强调，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的重大政治
责任。要抓实第一要务，全力抓好经
济运行，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坚决完成增产保供政治任务，全力
助企纾困、抓好安全稳定，以更大力度
争先进位。要严格做好防汛救灾准备
工作，加强气象预警和应急处突，检点
防汛物资储备，抓好应急救灾演练，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
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在市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朔州
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姜四清主持召开市委疫情防控专题会强调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扭住全年目标任务
确保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吴秀玲讲话

本报讯（记者 符烨邦） 7 月 5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
书记包钢率呼和浩特市党政代表团来
我市考察文旅产业规划发展、中小科创
企业培育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秀
玲，呼和浩特市领导刘程民、魏红军、刘
继英、张永文，朔州市领导张震海、李润
军参加。

朔州老城是全省现存较早、保存较
为完整的古城之一。2009年，朔城区启
动老城改造工程。目前，老城四大街、

南门及瓮城、文庙、崇福广场等已全部
新建或修复完成。包钢认真了解了老
城保护性开发情况、文旅产业发展思路
举措，对朔城区紧扣朔州市委“提升中
心城区首位度”，打造彰显塞上特色历
史文化的标志性景区表示肯定。

朔州慧源创新科创园聚焦“六新”
要求，集聚孵化链条前端的创新资源，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双创模式，依
托新产品展销馆，建立了展示本土企业
实力、推进本土产品内外购销双循环的

“八馆一长廊”新型交流平台。包钢详
细听取了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培育情况
介绍，并深入部分展馆，了解我市能源
化工、固废资源利用、陶瓷、白酒产业发
展情况，对我市搭建交流展示平台，推
进创业创新，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
本土特色产业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参观考察中，双方表示，要进一
步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在推动两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互学互鉴、携
手共进。

包钢率呼和浩特市党政代表团在我市考察
吴秀玲参加

乌金滚滚，电流掣掣。盛夏时节，
塞北大地一片热火朝天。

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份，
朔州生产原煤9346万吨，同比增加1103
万吨，增长 13.38%；全市发电 234.86 亿
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14.89%。12家火
电企业煤炭供应中长协合同签订率达
100%，省下达的应急保供任务全部签
约，火力发电企业应发尽发。

亮眼的数据，是朔州向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保供大考”交出的庄严
成绩，也是朔州全力打造能源革命高
地、建设现代化塞上绿都的铮铮誓言。

高位推动
破解“燃煤之急”

去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整体好转，各地复工复产提速，生产生
活明显加快，煤炭、电力供需也随之偏
紧。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定出台了
多项政策举措，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包
括签订煤炭中长协合同和核增产能。

朔州含煤面积1603平方公里，探明
煤炭储量 426 亿吨，煤炭产量在全国地
级市中稳居第三，在山西的煤炭产业中
举足轻重。作为国家主要的动力煤基
地，朔州自建市以来其实就肩负着保障
能源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

中长协合同跟谁签？签多少？产
能增多少？朔州党委政府没有一丝犹
豫，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据省煤电油气
运协调办公室公布数据显示，仅去年前
10 个月，朔州市境内就有 8 座煤矿提前
4个月完成全年产量。

担当源于实力，成功离不开引领。
朔州自上而下构建了能源保供的责任
体系，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会议，深入一
线开展调研，督导检点能源保供工作。
朔州各级能源部门坚定扛起牵头责任，
成立保供工作专班，建立“日报告、半月
通报、月总结”工作制度，强化与上级部
门和能源企业对接，扎实开展入企服
务，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增产保
供及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山西省促

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工作分
解通知，从金融政策、电价优惠、能耗指
导等方面，为能源企业精准指导服务。
此外，联动税务部门，落实煤电企业纾
困解难税收措施，确保税费优惠政策

“应享尽享、精准直达”。这些实实在在
的举措缓解了煤电企业资金压力和生
产经营困难，夯实了产业链基础，保障
了朔州经济稳定增长。

在各项政策措施的加持下，朔州正
全力推动6座停产煤矿、1座基建转生产
矿井复产投产，7座保供煤矿增产，10座
煤矿核增产能，力争全年新增产能 2950
万吨，加快推进华能山阴 2×100 万千瓦

“上大压小”煤电项目开工，推进 9 个光
伏项目11月底全部并网发电，确保全年
新增发电6亿千瓦时。

企业协力
绘就“同心愿景”

一声号令下，朔州地域的国企、民
企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用实干践行新
时代企业使命。

夏日炎炎，平鲁区072县道两侧，一
辆辆运煤专车排成了长龙，准备驶入沿
线储煤场。这条繁忙的“黄金运输通
道”两侧集聚了平鲁后安煤炭、茂华白
芦、国强煤业、芦家窑煤业 4 家公司，总
产能超1000万吨/年。

“保供期间，我们几乎是过年不误、
雪天不停。日出煤从平时的 1.2 万吨提
升到 1.5 万吨。”平鲁区后安煤炭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张旗伟介绍，签署保供合
同后，该公司认真细致分解编制保供计
划，最大化安排生产、最优化安排运输，
每天有500多辆运煤专车发往各地。目
前，已经累计向神头第二发电厂、大同第
二发电厂、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供应
保供煤159万吨，合同兑现率达到224%。

无独有偶，在距离后安煤炭公司不
到2公里的茂华白芦煤业公司同样一片
忙碌。该矿在停产 1 年之后，今年顺利
复工复产。按照承接方中煤华昱公司
部署，4至6月份该矿主动承担并完成了
45.48万吨保供任务。未来，中煤华昱公

司还计划通过皮带贯通国强、国新、白
芦 3 座煤矿与杨涧铁路枢纽站连接通
道，真正让产能释放出来。

记者了解到，受资源储备、地质条
件和生产工艺的制约，各煤矿产能释放
不均衡，但面对重重困难，各煤企在守
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增产保
供。而除了煤企发力之外，朔州电企也
全力攻坚保供任务。

6月20日，朔州室外温度连攀新高，
达到了35℃。山西神头发电公司4号机
组的安全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点火屏
幕，安全帽下汗珠顺脸颊滑下。当晚 8
时，该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试
运行，具备商业运营条件。它的商业运
行也为华北电网及晋电外送提供了重
要的电源支撑，有效地缓解了华东地区
电力供需矛盾。

同日，在±800千伏雁淮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的重要站点雁门关换流站，工作
人员对直流功率升高进行密切监测“守
护”。受华东地区用电需求增大影响，夏
季能源保供形势再度趋紧，国网朔州供电
公司严格落实应急保供机制，规范实施有
序用电，加强输电线路巡查维护，坚决守
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底线。

科技支撑
擦亮“发展底色”

“掘进机位姿误差≤0.1°，钻机准备
启动。”在中煤平朔集团井工三矿的地
面控制室，工作人员按下“一键启动”按
钮。随即，39204 工作面上的采煤机瞬
间运行，新采的“乌金”顺着运输带，滚
滚向矿井出口方向传输。

井工三矿机电矿长刘国志坐在宽
敞明亮的“驾驶舱”，实时察看矿井的开
采画面。他动动手指，就能控制 200 米
井下的割煤机精准割煤。

“从以前的井下采煤工，到现在的
地面控制员，改变的不仅仅是矿工身
份，更重要的是智能化开采的提质增
效。”刘国志介绍，这样的智能化场景只
是中煤平朔集团常态化智能化生产的
一幕。中煤平朔集团目前已完成卡车
调度系统应急指挥功能模块开发、爆破
远程监控及预警系统等 17 个子项目建
设，不仅实现了矿山智能感知、信息融
合、系统联动、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还
实现了监控、生产、维护、安全等多环节
少人化或无人化，提升了安全系数。

作为朔州最大的国字号企业，中煤
平朔集团去年承担了朔州 1608 万吨保
供任务的 63.4%。而其中有 60%的动力
煤来自于这样的先进产能。

智能化是煤矿发展的“风向标”，也
是推进保供的一把“利器”。如今，在朔
州这种“潮流”日渐浓厚。同煤麻家梁
煤矿实现了5G入井；中煤平朔集团东露
天矿建成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龙
矿恒大煤业有限公司8条主运皮带、6个
变电所、3 个主水仓实现了自动化远程
控制；后安煤炭有限公司实现了掘进机
本地操控、近距离无线遥控、远程遥控、
定位截割……

“借助智能化应用，朔州的煤矿都
在尽最大努力释放产能。”朔州市能源
局局长黄军告诉记者，智能化是朔州作
为煤炭大市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虽然现在与其他地市存在一定的差
距，但朔州一直都在努力。

能源保供是一场“大考”，也是一场
硬战。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地方，朔州没
有一丝退缩。加紧把优质动力煤源源
不断地运往全国最需要它的地方，让它
发光发热，让它体现朔州担当，这就是
能源保供的“朔州答卷”。

（图/马占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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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淑花） 7月5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冯云龙深入民营企
业联系点平鲁区平万商贸有限公司和
山西昌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
公司走访调研。

冯云龙首先来到平万商贸有限公
司下辖企业鑫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该公司生产各类碳结钢、合金钢、耐磨
钢铸件，产品广泛用于工程机械、建筑
机械、矿山机械等各类机械设备，市场

前景良好。冯云龙深入公司熔炼浇注、
机加工、模具、热处理、打磨等车间，观
看产品的生产流程，详细了解公司的生
产经营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前
景等情况，希望公司要发挥企业优势，
立足当地市场，拓宽发展思路，拓展主
业空间，不断提高产品工艺水平和附加
值，向智能化、现代化企业迈进。昌昕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正在
推进建设50万吨/年矿产资源及废物综

合利用项目，目前项目一期工程生产线
已经全部开工，预计年底可实现试运
行。冯云龙深入工地查看项目建设进
度，听取项目负责人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询问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叮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攻坚克难，按时完
成目标任务。调研中，冯云龙指出，要
高度重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强化
安全意识，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同时他表示，作为企业的联系领
导，将定期开展走访调研，积极协调推
动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全力服务保障好企业发展。

冯云龙走访调研民营企业联系点

一场小雨过后，天刚放晴，山西省
怀仁市金沙滩镇韭畦村的 80 后农民李
武和妻子雷彩霞，就忙着把一台“高科
技”种植机开进地里，他们准备播种胡
萝卜。

“我在胡萝卜播种机上安装了一台
自动驾驶智能终端导航，每天把播种机
往地里一停，设好参数，机器自己就能工
作，不需要人坐在上面操作。”说着，李武
就坐到播种机上，在智能终端的操作屏
上为记者演示起来，他讲解道：“屏幕显
示网络信号和电台信号满格，作业类型、
田块、作业、位移、总里程等数据，根据经
度和纬度定位地头的A点和地尾的B点,
确定了今天要作业的农田范围后，再设
置好种胡萝卜的行距 1.38 米，点击‘开
始’就可以了，操作特别简单。”

“十几亩地，半天就能完成播种。”

中途暂停时，李武指着显示屏说：“屏幕
上显示绿色的区域就是已经完成播种
的区域。通过自动驾驶这种科技种植
方式，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提前
规划农田，以前一亩地使用率大概是八
分，现在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亩地。”李武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这可是我市的首
台自动驾驶播种机，它的效率比传统播
种机提高至少 1 倍以上，后期的中耕、
培土、防治病虫草、采收等田间管理都
可以通过一台机器能实现。”

农业机械的科技智能化，为农户带
来便利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土地使用
率，实现增产增收。李武说：“以前一亩
胡萝卜能收入 6000 元，现在可以实现
一亩收入 9000 元。家里 450 亩地还种
了玉米、圆白菜、大葱，总算账一年能收
入 60 多万元呢。明年我准备全部使用

自动驾驶播种机，真正解放我和我媳妇
的双手，日子要一天比一天好呢！”

同为80后的妻子雷彩霞，在聊天中
说到，开始丈夫要投资“智能屏”时，她也
担心过，会不会浪费钱，用处大不大。同
村不少人也都观望怀疑“种地难道不用
人手？”李武信心坚定，他耐心对大家说：

“农机科技化、智能化是农业发展趋势，买
回来试试就知道好不好用了。”后来，实践
证明智能农机真是好处多多，妻子雷彩
霞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她说这多亏是李
武平时爱学习、爱专研，他手机微信里不
少当地农技人员、种植能手，有很多本地
外地的农民交流互动群，有什么不懂的
农业知识就主动多问多了解，有啥新的
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种植技术，他都想
尝试，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么年
轻，当农民，就要当个新时代的新农民。”

怀仁：80后新农民闯出“无人农场”致富路
王荣 王晓丽

为确保汛期城市排
水设施运行安全通畅，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朔城区
市政管理部门坚持提前
主动的迎汛理念，强化
汛期检查，尽可能消除
排水安全隐患，确保城
市安全度汛。

刘磊 吕慧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