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洋

经济资讯经济资讯

鲜艳的衣服，彩色的扇子，欢乐的笑容。春光明媚，连日

来，在市区世纪广场，众多市民伴着欢快的音乐扭秧歌，一展

歌喉。一群爱锻炼爱生活的人相聚在一起跳起来唱起来，尽

情享受美好生活。 记者 郭炳中 摄

新华社贵阳 2 月 15 日
电 （记者 向定杰） 贵州今

年将在全省开展“大数据项

目建设年”活动，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力争大数据领域

项目投资完成 200亿元，引进

成 长 性 强 的 数 字 经 济 项 目

200个以上。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3
年贵州省大数据工作会议上

获悉，正在建设数字经济发

展创新区的贵州将继续保持

大数据领域投资稳定，全力打

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

建设国家数据生产要

素流通核心枢纽。

据了解，2022年，

贵州大数据领域总投

资达 205.39 亿元，同比增加

30.35%，其中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是投资重点。以“东数西

算”为引领，全省全年新增重

点数据中心项目 11 个，累计

建成 8.4 万个 5G 基站，打造

5G应用场景超 300个。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局长景亚萍介绍，下一步当

地将实施数字设施大提升行

动，力争到 2025年，全省数据

中心标准机架达到 80 万架、

服务器达到 400万台，累计建

成 5G基站 18万个以上。

贵州今年计划引进成长性强
的数字经济项目20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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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从贺建红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

日复一日枯燥的技能训练，是不弃微末的刻

苦钻研，更是百折不挠的拼搏奋斗。

贺建红是吕梁市卫生学校的护理教师，

在 2022年 12月 9日，第三届吕梁职业技能大

赛颁奖大会上，贺建红荣获第三届吕梁职业

技能大赛病患护理项目状元。

“去年举办的吕梁市第三届职业技能竞

赛中，通过学校推荐、专业初赛、大会决赛，

我才有幸获得了‘技术状元’称号。当拿到

耀眼的奖章、披上鲜红的绶带的那一刻，我

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光荣。特别要感谢市委、

市政府为我们技能人员搭建的这一同台竞

技平台，感谢吕梁市卫生学校多年来对我的

培养、支持和鼓励，使我有机会挑战自己、超

越自己，并站上了吕梁技能人才的最高领奖

舞台，展现新时代吕梁技术工人的精神风

貌。”贺建红充满感激地说。

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是市委、市政府

帮助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家庭收入的重

大举措。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中养老、病患

等技能，不仅促使了农民朋友认识护工学习

的重大意义，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学员们的动

手能力、就业竞争能力，营造了更加浓厚的

学技能、练技能氛围，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培

训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

“技能比赛不仅对我们护工培训质量的

大检阅，还是大家交流学习和展示技艺的最

佳平台。作为一名伴随护工培训工作一起

长大的教师，能和我的学员朋友们一起切磋

竞艺，互相学习交流，共同成长进步，我感到

格外地幸福。”贺建红说。通过第三届职业

技能比赛，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不畏艰难、勇

于奋斗”的吕梁精神在护工学习中的呈现，

切身感受到了“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

精神在护工学习时的迸发，相信生生不息的

吕梁精神必将陪伴吕梁山护工走出大山，走

上养老病患岗位，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同时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职业教育工

作者，我将紧跟吕梁市职业教育规划步伐，

刻苦钻研，精雕细琢，潜心致力于以后的护

工培训工作，争取成为一名适应‘五化’要求

的护工培训教师，培训出更多优秀的学员，

为市委、市政府，更为吕梁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贺建红如是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是我们技工人最美的姿态。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城

市，甚至其他国家都能看到吕梁山护工的影

子，让吕梁山精神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

为吕梁山这片热土增光添彩。

贺建红：护理人的“师者匠心”

“两节”过后，人

们逐渐恢复了日常的

生活，“菜篮子”供应

充足货品丰富。连日

来，记者在市区某大

型超市及农贸市场看

到，随着两节的结束，

市场上生产、物流、销

售 等 各 环 节 陆 续 复

工，蔬菜摊位的摊主

绝大部分已经复工，

摊位上的蔬菜供应充

足，满足市民的日常

需求。

记者 郭炳中 摄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2月 16日，民盟吕梁市委召开

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民盟吕梁市委

主委任磊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中共二十大

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 共 中 央 召 开 党 外 人 士 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了

民 盟 十 三 大 会 议 精 神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章 程》；学 习 了

山西省“两会”精神、中共山

西省委书记蓝佛安在省管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中共

吕梁市委五届五次全会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宣读

了专委会主任、副主任人选

产生说明；表决通过了各专

委会主任、副主任拟任人选；

专委会主任代表进行了表态

发言。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2月 16日，民盟吕梁市委召开

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总

结 2022年工作，部署 2023年

任务，并对民盟吕梁市委会

2022年度工作进行表彰。市

政府副市长、民盟吕梁市委主

委任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任磊代表民盟吕梁市第

四 届 委 员 会 报 告 2022 年 度

工作。民盟吕梁市委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四新”“三好”总要

求，团结带领全市各基层组

织和广大盟员，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全年提

交提案、建议 78 件，收集问

卷 300 余份，上报社情民意

信息 137 条，在参政议政、社

会服务、思想宣传、组织发展

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他强调，2023 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民盟十三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民盟吕梁市委一要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心

聚力增进共识。二要围绕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切实提高

履职能力。三要加强自身建

设，持续增强民盟组织内生

动力，为全面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幸福美丽吕梁贡献

民盟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2
月 16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高奇英深入离石区城乡环境卫

生管理中心指导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并慰问一线环卫工人。

在管理中心大院，高奇

英 为 环 卫 工 人 们 送 上 慰 问

品，并与大家一一握手。高

奇英说，城市的每一份靓丽整

洁都包含着环卫工人的辛苦

付出。希望大家在文明城市

创建中尽心竭力管好自己负

责的路段，清扫好自己负责的

区域，为城市靓丽再立新功。

在 与 中 心 负 责 人 座 谈

中，高奇英指出，良好的城市

形象是最普惠的民生，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环境卫生达

标是最基本的要求。当前，

我市创城工作已到最关键阶

段，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要严格对照创建标准，领导靠

前指挥，主动作为，加大清扫

清洁频次，加强考核督查力

度，充分调动环卫工人工作热

情，切实保障市区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要统筹做好乡镇和

社区环卫工作，将乡镇、背街

小巷的环境卫生工作常态化

纳入整治范畴，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为广大市民营造舒

适靓丽的城市环境。

民盟吕梁市委召开四届三次全委
（扩大）会议

民盟吕梁市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
（扩大）会议

高奇英深入离石区城乡环境卫生
管理中心慰问一线环卫工人

（上接1版） 也是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之一。专

业镇共有白酒关联类企业 485户，其中规上企

业 9 户，挂牌上市企业 1 户。485 户白酒关联

企业中，有白酒生产企业 83户，酒类包装彩印

企业 24户，酒类物流企业 7户，粮食仓储加工

企业 4 户，酒类销售企业 367 户，白酒从业人

员达 5 万余人。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已初步建

成集白酒生产、基地种植、包装彩印、仓储物

流、文化旅游、康养休闲为一体的绿色循环发

展体系。2022 年，专业镇白酒及关联行业产

值 400亿元以上。

白酒是汾阳的主导产业，专业镇发展是

汾阳白酒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引擎，是汾阳发

展的生命线。按照吕梁市特色专业镇发展推

进会要求，汾阳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项工作领

导组，高起点推进、高标准谋划、高质量实施，

充分做足酒文章，做好酒规划，做实酒投入，

做精酒产业，全力推进“杏花村汾酒”专业镇

做大做强。制定了《汾阳市推进“杏花村汾

酒”专业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锚定

“打造十里酒城，建设世界酒都”战略定位，立

足“以酒为基、以旅为纲、酒旅融合、多元发

展”总体方向，实施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大行动，即：实施支持汾酒发展行动、实施

白酒产能提升行动、实施酒类品牌创建行动、

实施市场营销促进行动、实施高粱基地建设

行动、实施“酒+”综合发展行动、实施行业人

才培养行动、实施标准体系认定行动、实施扶

持酒业发展行动、实施白酒产品维权行动，力

争通过 3年时间，建设世界级清香型白酒集聚

区、中国酒业高质量发展区和世界知名酒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力争到 2025 年底，产业

规模显著提升，全市白酒产能达到 50万吨，白

酒工业总产值实现 500亿元；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达到 12 户以上。储酒能力明显增强，到

2025年底，原酒储酒能力达到 30万吨，促进全

市白酒产业向老酒、陈酒方向发展。高粱基

地初具规模，到 2025 年底，建成 15 万亩专业

化、标准化、优质酿酒高粱基地。酒文旅融合

大见成效，到 2025年底，酒文旅融合发展取得

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集古村古镇、酿酒基

地、技艺展演、康养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

的酒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体验观光游客达

到每年 500万人次以上。

做足酒文章，让“杏花村汾酒”专业镇的

牌子亮起来；做好酒规划，让“杏花村汾酒”专

业镇的格局大起来；做实酒投入，让“杏花村

汾酒”专业 镇 的 设 施 硬 起 来 ；做 精 酒 产 业 ，

让“ 杏 花 村 汾 酒 ”专 业 镇 的 业 务 红 起 来 。

2022 年 ，汾 阳 市 白 酒 产 能 达 到 19.48 万 吨 ，

产 量 17.74 万 吨 ，同比增长 3.1%，实现产值

201.53亿元，同比增长 24.6%。共实施的白酒

重点项目 6 个，总投资 24.5 亿元，年内完成投

资 6.3亿元。

集群“加速跑”追求“精优高”

春为岁首，不负春光。全市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各县（市、区）与时代同行，逐春光而

进，生机勃发。全市紧盯产业链，结合各县

（市、区）自身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聚力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培育创新

链，积极构建企业集聚、项目集合、产业集群、

要素集约、创新集成的专业镇体系，推动全市

专业镇发展跑出“快”的态势，彰显“精优高”

的特色。

孝义市为加快氢能产业发展，将鹏湾氢

港氢能产业园所在乡镇梧桐镇定位氢能特色

专业镇，以氢能产业为核心，围绕氢能全产业

链上游制氢、中游储运以及下游应用中氢燃

料电池、加氢站配套服务等环节进行产业布

局，实现“气一站—运一车”全链条发展。专

业镇围绕链主企业山西鹏飞集团布局氢能产

业，制氢方面：现一期 2万吨/年焦炉尾气制氢

项目已投产；500MW风力发电项目已报批，已

完成项目布点设计和可研报告；规划建设三

套 500N 立方米水电解制氢设备正在招标采

购。储运方面：注册成立了山西巨能危化品

物流公司，正在建设危化品物流公司基地，目

前 有 3 辆 运 输 氢 气 的 长 管 拖 车 和 7 辆 运 输

LNG 的槽车已开始运营。加氢方面：计划在

吕梁市范围内建设 24 座加氢综合站，孝义 4
座已建成。其余 20 座已选址，正在办理土地

手续。应用方面：首批东风特客自主研发制

造的 100辆氢能重卡和 10辆纯电动重卡已于

2022年底投入运行；一期 3万辆/年氢能汽车、

1万辆/年氢能工程机械，以及配套电堆、动力

系统、供氢系统研发制造项目已开工。研发

方面：研制出全球首套 250KW 单堆氢燃料电

池动力系统；筹备组建了拥有 11个课题组、97
位专家教授的氢能产业中试基地正按程序申

报；筹备成立山西省氢能产业联盟；牵头申报

全国氢能应用示范城市，打造国内最高标准

的氢能特色专业镇。

同时，为加快氢能产业发展，推动氢能特

色专业镇的高标准建设，孝义市还配套有氢

能饮用水、氢能民用供电、氢能摩托车等基础

设施，金融、环境、服务、政策等产业要素，形

成氢能产业聚集的发展平台。目前正在研究

出台《孝义市关于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今后氢能产业发

展的方向和目标，及我市支持氢能产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等。

兴县从 2022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决策部署，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锚

定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铝镁新材料专业镇做

大做强做优。凝聚合力抓推进，全力以赴抓

项目，精准高效抓招商，搭建平台抓创新，优

化环境抓服务，以优质服务吸引企业、人才、

技术、信息等要素向专业镇集聚。铝镁专业

镇主要布局于辖区内经济技术开发区铝镁新

材料产业园区，现主导产业方面入驻企业 10
户，分别为铝产业类型 8户，新能源产业类型 1
户及固废综合利用产业类型 1户。园区现已形

成 66万吨铝土矿、200万吨氧化铝、50万吨电

解铝和 38 万吨铝深加工的铝产业规模，还有

12万吨铝深加工产能在建。兴县铝镁专业镇

逐步向“百万吨千亿级”特色专业镇有序迈进。

以铸造业为基础、以高端精密铸造和矿

用装备制造为主导发展产业的工业企业集聚

的岚县普明镇，是全市具有影响力的 7个特色

专业产业名镇之一。现共有铸造企业 6户，铸

造生产线 19条，设计产能 32.2万吨/年。生产

工艺主要包括砂型铸造、无箱射压消失模、黏

土砂、消失模等，主营业务为电机壳、汽车轮

毂、阀门等铸件、铸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包

括柴油机曲轴、转向器壳体、刹车盘、制动鼓、

水泵壳体、减速器箱体等各型号铸件。

交城硝基复合肥专业镇内有肥料企业 35
户，有 30户企业集中在夏家营镇，新型肥料产

能达 300 万吨，其中钙肥国内市场占有率近

80%，在业界有“中国钙都”之称，产值规模 30
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 16.8%。

文水肉牛专业镇产业主要集聚于辖区内

刘胡兰镇，全镇共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4 家，省

级龙头企业 11家，市级龙头企业 13家。全镇

现有肉牛养殖户 1040户 129978头，规模以上

710 户 121647 头，规模以下 330 户 8331 头；现

有肉牛屠宰场 6 家。实施专业镇培育工作以

来，文水县持续推进落地报检、出栏检疫、强

制免疫、病死肉牛无害化处理、定点屠宰等科

学化养殖举措，并高度整合现有的牛、猪、鸡

养殖加工业和白酒制造业，逐步形成“种—养

—加—饲—酿—有机肥”的循环产业。

交口食用菌专业镇现有香菇产品“二品

一标”认证 4个，其中绿色食品 2个，有机食品

2 个，基本实现了生产的标准化、经营的品牌

化。利用韦禾、天麟、百世食安等龙头公司优

势，注册了交口夏菇公共品牌，培育了韦禾香

菇、“韦禾”等一批“土字号”“乡字号”品牌，产

业附加值显著提高。2022 年，专业镇食用菌

种植、加工总量进一步增长，食用菌产业投入

资金约 2200 万元，新建食用菌棚 4600 平方

米、冷库 460 平方米、加工车间 4650 平方米、

加工设备 5 套，注册商标 1 个，新注册成立合

作社 8 个，全镇种植食用菌菌棒 580 万棒，产

值约 5300万元，带动 900多人就业，带动脱贫

户 1060户。

中阳县成立专业镇发展领导小组，加强

对全县专业镇建设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

为确保木耳产业实现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发

展，出台《中阳县 2022年黑木耳产业高质量发

展二十条措施》，大力推行“木耳贷”、菌棒入保

等政策，多形式提高种植户栽植技术，倾力打

造“小木耳、大产业”木耳专业镇，产业效益逐

步凸显，暖泉镇车鸣峪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现有主导企业 2户，种

植户 182户，共栽植黑木耳 4019万棒，产量 395
万斤，产值 1.4 亿元，从业人数 350 人，脱贫户

144户实现产业发展收益 43.2万元。

砥砺奋斗是最美的前行。漫漫征途，奋

楫者必能抵达，勇进者一定完胜。培育特色

专业镇发展，还需激发全社会关注专业镇建

设，支持专业镇发展，需要举全市之力，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预计到 2023年底，我市专业

镇通过梯次培育、多元发展，产业集群发展水

平进一步提升，发展要素进一步集聚，品牌创

建基础进一步夯实，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提

高，从而积厚成势、做大规模、转型升级、打响

品牌，挺起全市高质量发展脊梁。

已见繁花初结果，更立壮志谱新篇。培

育特色专业镇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

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时代机遇。吕梁，培育

特色专业镇发展，集聚“产业链”，提升“镇能

量”，一定会在一个个节点上创造出吕梁模

式、吕梁实践和吕梁成绩，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吕梁篇章！

集聚“产业链”提升“镇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