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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那
赤峰日报记者 张斐然

“亲爱的居民朋友们，我们又见
面了，小翠这两天给大家搜集了几家
企业招聘的最新职位信息……”10月
11日，在赤峰市元宝山区西城街道西
柚社会组织和人才孵化培育中心，带
岗主播和招工企业负责人如约在西
柚直播间“直播带岗”。

“公司提供住宿吗？”“薪资待遇
如何，想了解一下”……随着直播公
屏上求职者弹幕不停滚动，主播和企
业负责人逐一对弹幕问题做详细解答。

“直播带岗”是赤峰市元宝山区
西城街道西柚社会组织和人才孵化
培育中心下设的就业平台，中心工作
人员与周边企业时时接触，第一时间
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并每周邀请企业
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居民只需拿
起手机，就能与招工企业“屏对屏”互
动，了解企业情况和薪金、休假待遇
等信息，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
会。目前，已开展线上“直播带岗”6
场，平均直播观看人数达到 5000 人
次，签订就业合同 400余份，成为居
民、岗位、企业之间的“快速通道”。

在促进居民就业方面，脱胎于西

柚社会组织联盟的西柚社会组织和
人才孵化培育中心的功能不限于
此。年初，中心整合了社会组织、人
才孵化培育、网络直播带货及就业培
训功能，进一步扩大了就业容量，帮
助失业人员、待业大学生、陪读宝妈
等群体实现家门口快就业、就好业。

西城街道辖区学校较多，街道工
作人员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居民出于
照顾家庭原因，更倾向于灵活就业。
为此，街道从扶持灵活就业入手，借助
巾帼同创手工饰品工作室和风雪初晴
原创设计首饰工作室等小微企业，培
训待业居民的职业技能，开展技能培
训和基层布点等一系列指导服务，组
织发动700余名妇女参与发簪、发梳、
耳饰、凤冠、璎珞等千余款饰品生产制
作，同时借助中心“云孵化”平台，让她
们参与到短视频营销和直播带货中
来，对自己制作的饰品进行展示和讲
解，产品广销国内外，年均销售额达到
300余万元，为元宝山区妇女居家创
业增收提供了良好平台。

曾从事财会工作的杨艳来平庄
镇跟孩子陪读，因照顾孩子一直找不
到合适的工作，在社区网格群看到巾
帼同创手工饰品工作室招聘学员的
信息后，于 2022 年底开始学习假睫
毛制作工艺， ■下转第2版

“西柚”直播带岗让就业触屏可及

本报锡林郭勒 10月 14日电 （记
者 张璐）10月 12日，在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举行的为期两
天的2023年度秋季“太阳花马”专场拍
卖活动中，随着槌声落地，一匹“太阳花
马”以8万元的价格被竞拍买走。

本次活动共拍卖“太阳花马”142
匹，其中一周岁公马55匹、两周岁公马
57匹、成年母马 30匹。拍卖会交易量
78匹，总成交额 205万元，充分展现了
锡林郭勒优良马种的市场价值。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锡林郭勒盟
各旗县及通辽市、兴安盟的 80余名选
手参赛。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为鼓
励广大农牧民和养马爱好者踊跃购买
马种，对拍卖成交马匹，内蒙古马业基
金会按照每匹公马5000元、每匹母马1
万元标准给予补贴。

本次活动是2023年耐力型锡林郭
勒马“太阳花马”系列赛事之一，它以最
接地气的赛马拍马活动，通过以锡林郭
勒“太阳花”良种马测试赛拍卖会形式
为乡村振兴助力。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充分发挥丰富的
马业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马产业，带动发
展马文化旅游。大力实施“马产业+”工
程，以“中国马都”核心区建设为抓手，以
产业兴旺为目标，聚焦马产业集群项目，
全面发展地方特色马产品、马品牌，引领
草原马文化旅游新模式，助推乡村振兴进
程，实现牧户增收、企业增效的目标，切实
将马产业资源转化为地方产业优势。下
一步，该盟全力提升马匹市场竞争力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力，走好“中国马都”现
代马产业特色发展道路，走出中国马业本
土化发展之路，让中国马走向世界。

成交！一匹“太阳花”良种马卖了8万元

本报乌兰察布10月 14日电 （记者 皇甫美鲜 郭奇
男）10月 13日，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第八届
联席会议暨深化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会在大同市举行，
标志着“黄金合作区”开启第二个十年发展阶段新征程，三
地将在“三绿进京”“半小时”经济圈、“四季好风光、畅游乌
大张”文旅品牌方面发力，推动区域合作更加深入、更为广
阔、更富成果。

会上，三地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签署了《蒙晋冀（乌大张）
长城金三角合作区通用航空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蒙晋冀
（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流域治理合作协议》《蒙晋冀
（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框架协议》
《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
控 促进农牧交错带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等 4项协议，一
以贯之地推动长城金三角区域合作走实走深。

据了解，三地将积极推动产业协作，合力建设北京“菜
篮子”供应基地、首都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全国算力重
要保障基地；共同推进集大原高铁、商都至尚义高速公
路等重点工程 建 设 ，合 力 打 造 乌 大 张“ 半 小 时 ”经 济
圈，推动三地间互联互通，更加便捷地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合力挖掘区域文化内涵，全面打响“四季好风
光、畅游乌大张”文旅品牌；建立健全三地常态化的跨区
域环境质量提升长效机制，合力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

2013 年底，乌兰察布市与大同市、张家口市共同倡议
建设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抱团融入京津
冀；2014 年 8月，乌大张合作区首届联席会议在乌兰察布
市召开，三地在合作区建设上携手走过了近十个春秋。三
市通力合作、携手发力，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改革，
打破城市行政壁垒，先后启动三轮区域合作，在能源布局、
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特色农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三地经济规模稳步
提升，GDP 总量由 2014 年的 3200 多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46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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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秋收时节，记者在地处黄河“几字弯”
的内蒙古河套地区走访发现，当地农户利
用北斗导航、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技
术实现智能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机械化
收获，促进农业生产便捷高效、提质增产。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农丰
村的田野中，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获玉
米，收割、摘棒、剥皮等工序一气呵成，
一根根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玉米棒滚
落进车厢。农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洪
霞说：“过去，我们都是人工掰玉米棒，

比较费时费力。现在，我们全村 4600
多亩玉米实现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
作业，用十来天的时间就能收割完，秋
收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记者在八一乡走访发现，全乡 3万
多亩玉米都能实现机械化收获，并完成
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工作。八一乡党委
书记张帅说：“我们利用北斗导航等技
术实现智能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平均
亩产达到930公斤以上，让高标准农田
变成高产田、高效田。”

在临河区城关镇蓿亥村，耕牛换成
“铁牛”，农机安装了摄像头，农户利用
收割机轻松收获玉米。村民赵文艳说：

“以前看天种地，现在看屏种地。我们
农田全部进行了高标准改造，农机安装
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播种、收割都实
现精准作业，亩均增产5%以上。”

记者在城关镇万亩高效节水智慧
农业示范园了解到，这里已实现播种、
灌溉、施肥、管理、收获等农业生产的全
流程机械化和数字化管理，无人驾驶智
能一体化播种机、无人机植保、智能灌
溉等“黑科技”齐上阵，让十几个人就能
管理上万亩耕地。城关镇党委书记孟
良说：“智能农机地里跑，无人植保机天
上飞，我们把一项项新技术、一台台新
设备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下转第2版

内蒙古河套农民利用智慧农技助力丰收

□本报记者 薛一群
通讯员 白楠楠 敖力根

站在霍林河矿区北露天煤矿，深
秋的矿山虽然草木已渐枯黄，但仍能
看到草原铺向天际。

北露天煤矿生态环保部副主任杨
国华说：“在生态修复治理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深化治理成效，北露天煤矿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工业游。不
仅种植了以丁香、四季玫瑰和三角枫
为主的绿篱，下一步计划再设计一些
园林景观，丰富整个工业游的内容。”

1976年 4月 19日，霍林河矿区开
发建设拉开序幕。从我国第一个自主

设计、自行施工的千万吨级现代化露
天煤矿到“智慧、无人、绿色、零碳”的
新时代矿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
展，霍林河矿区实现了一场绿色蝶变，
南北露天煤矿也变成了景区。

进入新时代以来，霍林河矿区以创
新为引领，积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
慧手段，在露天矿智能化方面进行了积
极有益的实践，围绕矿山智能监控、智能

生产等方面，推进自卸车无人驾驶、换电
矿用卡车、电铲远程操控等各项煤矿智
能化建设。全力实现生产管理可视化、
检修服务智能化、管理运营信息化、安全
环保智能化、产业生态绿色化转型升级
的建设目标，以智能之力打造业务管理
闭环，实现“智能矿山”高质量绿色发展。

2022年，南露天煤矿与国家电投
中央研究院合作，围绕生产、管理和决

策等方面需求，构建集技术支撑体系、
五大业务中心、N个智能应用于一体的

“1+5+N”智慧矿山综合管控平台，作
为矿山的“智慧大脑”指挥生产的各个
环节。该矿在百吨级矿卡无人驾驶技
术研究、挖掘机远程控制、煤仓清理机
器人、带式输送机系统无人值守等一
批涉及煤岩采装、运输、储存多个工业
（应用）场景的科技项目达到了国内领
先水平，初步实现了开采环境的数字
化、工程装备的智能化、生产过程的少
人无人化和经营管控的智慧化。

南露天煤矿总工程师陈闯介绍：
“智慧矿山综合管控平台将与无人驾
驶、电铲远程控制、地面系统无人值守
等深度融合， ■下转第4版

霍林河矿区持续创新求变

智 慧 矿 山 建 设 赋 能 绿 色 发 展

秋日里，位于
乌海市最南端的乌
海高新技 术 产 业
开发区低碳产业
园活力迸发，一座
座现代化厂房拔
地而起，一条条生
产线建成投用，一
个个配套服务项
目不断健全，众多
关乎产业转型绿色
发展的优质项目汇
聚于此，低碳产业
园正在成为乌海市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承载地。

前不久，位于
低碳产业园的内蒙
古华恒能源科技有
限 公 司 PTMEG、
PBAT新型材料产
业 链 一 体 化 项 目
正式投产，不仅填
补 了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PTMEG产业空
白，也为乌海市煤
基 生 物 可 降 解 材
料产业基地建设注
入了新动力。

据介绍，该项
目 总 投 资 105 亿
元，设计年产 31.2
万吨BDO（1,4-丁
二醇）和 18.4 万吨
PTMEG（聚 四 氢
呋喃）。项目依托

乌海市已经形成煤化工和乙炔化工两个
具有明显区域性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利用该市丰富的石灰石、煤炭资源，用炔
醛法生产BDO，从煤炭到终端产品PT-
MEG，构建起全产业链条，产品附加值更
高。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将达到110
亿元，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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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郑少忠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江西秋意正浓。九江、景德镇、上
饶，再到南昌，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察实
情、观进展、谋未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
大后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覆盖沿江
11个省市。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
板块的经济带，占有全国“半壁江山”
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它所承载
的，不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也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时代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10多年
来30多次来到长江沿岸。江水滚滚东
逝，江岸黄了又绿，长江的模样也在日
复一日的努力中改变。

大江东去，长卷万里。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谈

会，第1次召开于近8年前。此后每隔
两三年，第2次、第3次，再到这一次考
察期间于南昌第 4次召开座谈会。一
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党中央“谋长远
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的治
国之道。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
上回顾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颇为
感慨：“做就要做好，坚定做下去。笃
行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保护
“坚持把共抓大保护摆

在第一位”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
152公里长江江西段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登上琵琶亭，
举目远眺。

大江逶迤，芳草长堤。天高地广，
遐思万千！

10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含绿
量”越来越高，“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改革开放以
来快速发展的生态代价。总书记曾经
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
不轻”。

2016年第一次座谈会，总书记为
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近8年时间过去了，“保护”的成绩
单有目共睹。“水质优良比例94.5%，长

江干流连续 3年Ⅱ类水质。”总书记感
慨：“归纳一个个数字可以看出，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是
战略性的效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
一个生动例证。

琵琶亭上，一幅今昔对比图摆在总
书记面前。治理前，当地“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江上的采砂船，江边裸
露的矿坑给青山挂白、让长江蒙尘。

望闻问切，分类施策。2021年底，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长
江江西段被列为 7 个重点建设区之
一。九江乘势而上，努力打造百里长
江“最美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当地治
污、治岸、治渔情况，叮嘱说：“长江是
长江经济带的纽带。无论未来长江经
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
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

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变
化的不仅有一江清水、两岸青翠，还有
观念：

“过去我们讲‘以GDP论英雄’，关
心‘含金量’。现在思想观念转变了，
认识问题可以说解决了。长江经济带

因长江而生、因长江而兴，一定要认清
这个因果关系。”总书记说道。

这真是令人感慨的变化！变化背
后，是“算大账、算长远账”的战略定力
和历史远见。

座谈会上，总书记肯定长江禁渔
取得的成绩，并要求禁渔的政策不能
动摇，要坚决地继续做下去。

总书记语重心长：“生态环境保护
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抓一阵松一阵，
稍有好转又动起歪念头。现在的长江
只能说是‘大病初愈’，要毫不动摇地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
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为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

发展
“现在路子是对的，要

继续走下去”

在前几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论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的辩证关系，讲得透彻：“生态环
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
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下转第4版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10月 14日，首届
呼和浩特国际雕塑艺
术展在呼和浩特雕塑
艺术馆开幕。艺术展
分三个篇章，展出 58
件国内外经典雕塑作
品、100件专项征集入
围作品。同时，呼和浩
特雕塑艺术馆与呼和
浩特雕塑艺术园也于
当日开放。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包头 10月 14日电 (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白立新) 记者从包
钢集团包钢股份获悉，近 10年，包钢
集团生产的 500 米成品钢轨累计发
运已达270余万吨，用于国内30余条
重点线路铺设，总里程达2.2万千米。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建设计划以及西部
大开发计划，激发了包钢集团积极投
身国家高速铁路网建设。10年来，包
钢集团广投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开展了一系列专业技术攻关，重点打
造500米钢轨这一“直铺产品”，填补

了钢铁企业不能直接生产 500 米成
品长钢轨的空白。

10年间，包钢集团同国内相关铁
路研究部门、院校、企业的科技人员
强强联合，持续开展“钢铁企业 500
米成品钢轨生产技术创新与产业化
应用”研究，依托企业钢轨生产装备
升级改造、引进新工艺新技术，进行
先进钢轨材料优化、品质提升及 500
米长钢轨焊接技术优化与攻关，先后
集成了高品质钢轨钢冶炼、稳定低氢
洁净化夹杂物控制、动态轻压下连铸
工艺控制、全万能百米钢轨高精度生

产轧制、在线百米钢轨余热热处理、
钢轨固定闪光焊工艺及接头性能优
化调控等诸多技术，实现了 500米长
成品钢轨焊接技术集成与应用，首创
了 500 米长钢轨生产供应到直接铺
设的成套工艺技术，实现了钢轨生产
企业至线路铺设的“快递服务”，为国
家路网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

在青藏铁路、兰新二线、川藏铁
路拉林线、大秦铁路等30多条国家重
大铁路工程中，“包钢品牌”成就了

“中国速度”，展示了“中国力量”。

包钢“500米钢轨”成就路网“中国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