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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进行时春耕备耕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近日，记

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在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发布 2021 年度冶金产品实物

质量品牌培育认定产品名单中，中阳

钢铁产品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直条）获评“金杯优质产品”奖。

“中玉牌”热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

先进，全线采用 DANIEL 连续控制工

艺，整体轧线实现了 3级自动化，其中

粗中轧机组为微张力轧制，精轧机组

为无张力活套轧制，轧后安装测速仪、

HI-profile、HI-section 等仪表，保证成

品的尺寸精度。

检验环节配套国内乃至国际顶尖

检验设备，从过程在线监测、多点取样

等方面，全面监管产品质量，并进行时

效分析，合格率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 。 该 产 品 包 含Φ12- 40mm 各 种 规

格，畅销全国各地，曾用在成都天府机

场、四川航空产业园、成都地铁十八号

线、毗河引水项目、银西高铁、离祁高

速、离隰高速、广平高速、蒙华高速等

国家重点项目。

产品质量源于中阳钢铁公司对

技术的重视。把每年的技术比武，不

但当作企业职工展示自我、提升技能

的重要平台，更是企业作为持续推进

“向技术要地位”，实现高质量、高水

平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日来，中

阳钢铁各工种技术比武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中。如堆取料机操作工实

践赛分为日常点检、目测流量、取料

比评 3 个项目，参赛职工主要从规定

时间隐患排查项数、瞬时流量卡吨和

单 位 时 间 取 料 吨 数 三 方 面 打 分 比

拼。弧光闪烁、焊花飞舞。在焊工比

赛现场，各参赛职工头戴面罩，手持

焊枪，熟练操作，细心焊接。在绚烂

的焊花之中，他们个个都拿出看家本

领，亮实力、展绝技，争当焊接“铁裁

缝”。“经过层层筛选，参加行车工、数

控车工、装配钳工、电工、铲车工等 12
个 工 种 的 技 术 比 武 的 职 工 共 计 177
名。”据设备处负责人介绍，“这些工

种的实践比武项目是排除现场故障，

根据作业特点，注重判断能力、基础

技能、处理能力的应用。”

“口试”是该公司今年在实践比武

方面做出的一大创新。在锅炉工技术

比武过程中，公司通过“口试”来考察

各位参赛职工对设备异常情况和事故

状态下的判断、分析、处理能力。来自

各单位的 20 名电梯操作维保职工参

加了憧憬物业电梯应急救援比武。通

过比武，参赛职工进一步提升了标准

化作业水平。经营系统业务技能比武

紧扣公司“管理升级奖励”和“技术攻

关突破”这两大主题，对职工的业务知

识、岗位技能、厂情时事、应知应会等

进行全面考量。

今年，该公司还新增了焦化煤气

净化硫铵工技术比武。除理论、实践

考试外，还增加了日常业绩评定，旨在

更进一步了解职工在平时的应急能力

和设备操作的技术等级，进而达到发

现人才、挖掘人才的目的。

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向技术要质量
一项产品捧得全国冶金行业“金杯优质产品”奖

大数据时代，抢新机，促发展。

走进市大数据应用局，文化走廊特色鲜

明，党员干部们前往各红色教育基地学习考

察、氛围浓厚的党史知识竞赛、主题鲜明的

演讲比赛等各种活动的照片是全局上下学

史力行的生动实践。翻阅一页页资料，《吕

梁市“十四五”大数据发展应用规划》《吕梁

数 据 战 略》、争 取 省 级 数 字 经 济 转 资 金

1038.48 万元、大数据发展应用专项项目 10
个共获补资金 554.1669万元，一项项制度文

件与一组组数据体现了全局创新工作理念，

为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为企业纾困解忧所做

的不懈努力。各招商引企活动、人才与企业

对接交流会等活动掠影都展示了市大数据

应用局发展的强劲脉动。

去年，市大数据应用局紧紧围绕全方位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打造“数

谷吕梁”大数据产业基地为目标，狠抓党的

建设和机关各项建设、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聚焦“六个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发

展工作理念，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全局

上下开拓创新、团结拼搏，高质量实现“十四

五”开局之年“开门红”。今年是全方位推动

吕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市大数据

应用局抢抓机遇，迈上新征程的关键一年。

“今年全局上下将全力推动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夯实基础，狠抓招商引企，

推动各行业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吕梁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大数据应用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恩泽说到。

抢新机，强化平台建设狠抓招商引企。

栽好梧桐树，凤凰请进来，持续推动各县

（市、区）、各省级经开区通过积极走出去参

加高端大会、论坛、峰会、博览会等，以企招

企、以商招商、展会招商；主动引进来市域外

的大数据企业、研究机构，开展大数据企业

专场对接、交流合作、招商洽谈等，拓宽招商

引企渠道，提高招商引企质量和成效，并充

分利用政府资源，采取政府项目实体化、政

府投资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培育发展本

土大数据企业。

重应用，深挖数据价值赋能经济发展。

推动大数据技术与工业、农业、服务业深度

融合应用，拓展大数据融合应用场景，市大

数据应用局有信心勇立潮头。今年将继续

抢抓 5G 建设和应用机遇，大力推动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重点发展 5G+应用产业，支

持以庞庞塔、东辉、鑫岩为代表的智慧矿山

建设，以鹏飞集团、中阳钢铁、孝义信发为代

表的智慧工厂建设和以交口食用菌为代表

的智慧农业建设等；推动煤焦化工和有色金

属行业代表性企业，开展工业大数据应用试

点示范项目建设；推动全域智慧文旅建设，

打造数字化、智慧化文旅示范区；推动大数

据与物流深度融合，促进物流行业全面实现

线上服务和大数据应用。

强 基 础 ，找 准 工 作 定 位 加 强 创 新 发

展。继续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夯实基础建设有助于推进全局

工作目标更好实现。紧紧围绕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

全市大数据企业数量及获得认证数量快速

增长，力争全市大数据企业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认证达到 7 户以上、软件著作权突破

150件，确保“十四五”末全市大数据企业数

量实现第二次倍增；发展信创产业，支持吕

梁经开区信息化公司信创适配中心、吕梁

云时代信创适配项目建设；发展数据标注

产业，支持数霖科技、柳林阿里文创等数据

标注企业发展；发展与数据存储、数据灾

备、云计算服务和超算服务相关产业，加快

释放华为山西（吕梁）大数据中心数据存储

和云服务能力与天河二号强大的超算能

力，持续抓好“吕梁通”的深化应用、升级改

造和安全管控，全力打造大数据创新生态、

产业生态和应用生态。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市大数据应用局

将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全力打造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努力走出一条大

数据发展的“吕梁路径”。

全力打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 本报记者 高茜

连日来，吕梁新区道路施工紧锣密鼓，挖掘机不停地挥臂作业，运输车辆来回穿

梭，各种机械设备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路基清表、土石方开挖

等，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近年来，吕梁新区持续加大路网建设力度和城市基础配套水平，园区综合服务

能力不断提高，内畅外通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正在形成。记者 郭炳中 摄

4 月 1 日，孝义

市兑镇镇后庄村的

两位村民正在忙着

平 整 土 地 、翻 搅 农

家 肥 、整 理 玉 米 根

茬 ，抢 抓 农 时 播

种 。 随 着 天 气 转

暖 ，草 木 返 青 。 孝

义 市 各 地 不 负 春

光、抢抓农时，有序

推进育苗、整地、施

肥 等 工 作 ，田 间 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记者 李竹华 摄

不负好春光 春耕备耕忙

近日，临县安业农民利用井水浇灌

田地。

春光易逝，农时催人。当下，在春耕

春灌的黄金时期，我市各地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提早谋划、靠前部署，不断加强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有力措施抓

好春季农业灌溉。 记者 郭炳中 摄

兴县卖羊杂的地方随处可见，一碗简简单单的羊杂却体现了

家乡独特的风味。兴县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佳节假日，都少不

了羊杂登场，把每一个仪式渲染的气派而隆重。图为兴县街头羊

杂门店开张迎客。 记者 郭炳中 摄

吕梁新区路网
建设紧锣密鼓

（上接1版）

强产业，着眼长远开新局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2021年全力推

进生猪、肉牛、食用菌、核桃、红枣、杂粮、马铃薯、

药茶等八大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在产业集群带

动下，坚持重点突破，制定了《生猪产业集群发展

行动方案》，确定 630个项目。市级启动 10亿元的

生猪产业发展基金、投资 3000多万元集中开展规

模养殖场的粪污整治。启动 4亿元食用菌产业基

金扶持计划。坚持品牌战略，依托行业协会以市

统一申请注册八大产业区域公用商标，推动绿色、

有机、健康认证。目前，已启动生猪、食用菌品牌

注册程序。坚持壮大主体，印发《吕梁市现代农业

产业园创建实施方案》，市级拿出 500万元对示范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开展星级创建予以奖补。坚持

收益分配，全市光伏电站累计结算 11.41亿元，分

配到村 9.91亿元，到村率 91.3%，累计惠及行政村

1631个，惠及脱贫人口 22.6万人。

产业运行的效益和质量，核心是资金发挥的

作用。财政投入方面，2021年市县两级衔接资金

预算投入 11.82亿元，已全部落实到位。各级落实

到县补助资金 21.22亿元，继续实施贫困县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全市 10县区计划整合 20.95亿元，实

际整合 20.77亿元，完成支出 13.45亿元。项目库

共储备项目 2752 个，纳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数

1885 个，预算总投资 28.26 亿元，已全部开工，项

目资金支出 20.81 亿元。金融投入方面，“吕梁模式”累计支持涉

农小微企业 110 户、投放贷款 18.74 亿元，带动就业 6000 余人次，

人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辐射带动帮扶人口 10 余万人。“乡村振

兴贷”投放 44户 6950万元。小额信贷投放 5.13亿元，带动脱贫户

1万余户，注入风险补偿金 1.25亿元，贴息 2812万元，全市逾期率

低于 1%。保险保障方面，推动“一保通”防贫保险扩面、提标、增

品，重点推进价格险和灾害险，因地制宜发展“保险+期货”等新型

农业保险。扶贫资产管理方面，制定《进一步加强扶贫项目资产

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聘请吕梁学院经管系开展业务指导。十

三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扶贫项目 1.8 万余个，投入资金规模

233.24亿元，形成资产总规模 182.09亿元，已确权 182.09亿元。

无论巩固脱贫成果，还是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构建就业与稳岗、

助力增收的科学体系。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多措并举坚持稳岗留工

和输出就业并重，全市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达到 20.5万人，已超去

年水平。在加强转移就业方面，目前，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17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118%。培训吕梁山护工 39期 7.3万人，

实现就业 3.96万人，其中今年培训 5期 9827人，就业 5661人，合作

用人单位达 332家。在加强补贴落实方面，发布惠企就业补贴类政

策清单，全市失业保险稳岗 404户企业 7.75万人次 1213.26万元；落

实创业培训补贴 64.26 万元、小微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岗位补贴

6.12万元。在加强技能培训方面，出台《吕梁市新发展阶段“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全市共培训 15.56万人，实

现取证 8.8万人。培育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 1076人。

惠民生，求真务实暖人心

乡村振兴既不是简单的政府推动，也不是群众自找门路发家

致富，而是要建立起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才能不断激发各方活

力，特别是聚焦民生工程惠及群众的福音，不但激活了乡村振兴，

而且乡村为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医疗保

障方面，巩固市域内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住院“一站式

结算”，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持续深入推进大病专项救治，全

市大病救治病种维持 37种，救治率 100%。扎实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家医签约实现全覆盖。落实“两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

高血压、糖尿病报销标准降低 30元/年，全市“两病”用药人数 20.65
万人。落实城乡居民门诊慢性病保障政策，全市慢性病待遇享受

55.64万人次 1.61亿元。建立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经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支付后符合规定的个人自付费用，给予医疗

救助兜底性保障，全市累计救助 26.4 万人次 8972.46 万元。教育

帮扶方面，全面落实教育帮扶政策，截至目前，下达资金 18320.29
万元。住房保障方面，实行农村危房改造“动态保障”，全年完成

489户改造，开展住房安全问题排查，确保群众住房安全。饮水安

全方面，健全完善管护长效机制，出台《吕梁市农村饮水安全运行

管护机制》，明确 8个方面职责任务。截至 2021年 10月底，全市养

护 436处农村供水工程，巩固了 57.28万人的饮水安全条件。

聚焦“六乱”整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大力推进农村建筑风

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四大提升工程”，新打造 100个

美丽乡村，同步推动前两年 195个美丽乡村提档升级。全市城乡

环境“六乱”整治投入资金 2.92 亿元，清理整治 18.3 万处，清理垃

圾 150.6万吨，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5001处，取缔违法占地 1334处，

复垦农田面积 7669亩。我市“六乱”整治工作位居全省第四，市财

政设立 1000万元奖励资金做法获全省通报表扬。

聚焦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

选优配强乡村振兴干部，推广“十户联体”等有效治理模式，2121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全部达到 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达 50%。出台人

才振兴实施意见，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一村一名法律顾问”和

“万名乡贤回乡”计划。党建引领文明乡风，出台《关于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的意见》，完善村规民约，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

办。同时抓好平安乡村建设，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沃野田畴风景渐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全市巩固脱贫成果扎实显著，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方兴未艾。我

们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各级各部门的同心同德同力

同进，有广大一线干部群众的奋力拼搏，一定会唱响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交响曲，交好乡村振兴吕梁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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