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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丽霞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吕梁市纪委监委开设投诉举
报监督专线，专门受理对公职
人员在服务企业和群众中不
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吃拿

卡要等问题的投诉举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358-8253111 和
0358-8223111，也可拨打 12345
政 务 服 务 热 线 ，邮 箱 llstszx@
163.com。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

受理。

中共吕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
2023年5月8日

吕梁市纪委监委关于开设营商
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的公告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在柳林煤矿有限公司位于地下 150
米的矿井深处，智能化掘进机轰鸣着切

割煤层，操作员在控制室内通过屏幕远

程指挥，智能监控系统如同不眠的哨兵，

警觉地监测着每一个角落。随着智能化

矿井建设的推进，采掘业这个古老的行

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行业与现代

科技携手，共同勾勒出能源产业未来发

展的清晰图景，一个更加安全、高效、智

能化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这就是主通风机的控制室，以前工

人需要到现场不定时巡检，现在只需坐

在电脑旁，主通风机的运行情况便一目

了然。”在柳林煤矿有限公司，矿长冯德

志指了指正在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的几

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作为我市优质主焦煤生产基地，近

年来柳林不断强化资源型经济转型力

度，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智能

化技术与煤炭产业融合发展，以“智”赋

能保障能源安全，持续推动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

位于柳林县城西北五公里处屈家沟

村的柳林煤矿有限公司是山西鑫飞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一座主体矿井，

井田面积 8.9447平方公里，年生产能力达

150万吨。为积极应对当前煤炭产业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的趋势，去年以来，该公司

不断拓展延伸智能化矿井建设和应用，全

力推动煤炭产业向绿、向新转型升级。

煤矿井下的通风系统，就像人体的

呼吸系统一样，运行状态直接影响井下

生产作业的各环节，对供给井下新鲜空

气、冲淡井下有害气体和粉尘、调节井下

气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煤矿安全

高效生产的基石。

“在智能矿井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

利用AI摄像头、红外传感器等先进感知技

术，对煤矿井下设备运行状态和参数在线

监测，实现矿井通风系统的智能决策和动

态管控，让矿井‘呼吸’自由通畅。”柳林煤

矿有限公司智能办工作人员杨栋榆介绍。

通风系统只是煤矿智能化改造的一

环，该公司在自身地质条件与工程基础之

上，投资 1.8亿元，围绕 5G＋工业互联网，

完成了“采、掘、机、运、通”等各系统的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大大减少了生产一线的

作业人数，极大降低了开采成本，提高了

开采效率，保障煤矿高效、安全生产。

“我们对原来的输送机进行了智能

化改造，打造了一套智能化主运输系统，

极大地提高了矿井的自动化水平，新系

统可以对井下皮带运输的煤量进行自动

监测，实时对设备进行功率调控，与传统

的生产工艺相比，能节约 15%左右的能

耗。”柳林煤矿有限公司机电副矿长刘计

平告诉记者。

如果把通风系统比作矿井的“呼吸

道”，那么设置在综合楼 12层的智能化集

控中心就是煤矿的“大脑”，所有的信息

都会从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汇总到这

里，进行集中统一处理。

几十块屏幕组成的电子显示屏上实

时显示着井下工作的各种数据，工作人

员能够清晰准确地进行决策和操作，实

现了安全生产全过程集中管控、经营管

理全流程信息协同。智能化系统已经帮

助中央配电房、瓦斯抽放泵站、主通风机

房等岗位实现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智能化无人。

据冯德志估算，综采工作面人员配

置从原来的 25人减为 12人；提人系统由

原来每天安排 15 人进行开车，减为每天

安排 3人进行巡检。安全重大风险管控，

水、火、瓦斯、煤层各个系统通过综合管

控平台传输数据进行分析各类隐患风

险，出现报警时能够及时处理，达到了

“减人、增安、提效”的效果。

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我市推进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和传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在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成为全市加快释放

煤炭先进产能的有力举措。

柳林县因地制宜、因矿施策，加快煤

矿智能化建设步伐，不断拓宽延伸智能化

矿山建设和应用，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

水平和矿井自动化水平，推动矿山安全发

展和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

建成 3座智能化矿井，12处智能化综采工

作面，27处智能化掘进工作面。

“我们将大力实施数智赋能融合行

动，全面加快煤矿智能化改造，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安全、高

效、绿色开采，打造传统能源安全高效利

用先行区。”柳林县能源局生产技术股股

长韩强强表示。

柳林煤矿有限公司

百米深处点燃科技引擎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通讯员 冀美丽 李冠敏） 盛

夏时节，千年古县交城的田间地头、企业车间、项目工地

到处一派繁荣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 多名高校人才相

聚于此，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吃苦流汗，推动产业需求侧

和人才供给侧全方位精准对接，厚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肥沃土壤。

交城县区位优越、资源丰富、产业多元，拥有 117 户规

上企业，拥有“国家级创新型县”“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新型肥料）”“中国钙都（硝基肥）”“山西省双创示范基地”

等诸多美誉。近年来，交城县深入推进省校合作，诚邀人

才、崇尚人才、礼遇人才，大力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人才

根基。

在这里，产业在哪儿，人才服务和科技支撑就跟进到哪

儿。交城县围绕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链主企业和民营经济

的发展需求，搭建平台、建立机制、优化服务，扎实推进“产

才共促”。太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0余名师生

深入交城，围绕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展开深度对接，开展核

心技术攻关。山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30余名

师生前来举办培训班，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特色专业镇建设是交城发展的亮点。作为硝基复合肥

专业镇和酒文旅特色产业镇，交城紧紧抓住省校合作契机，

推进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师生围绕硝基复合肥专业镇建设开展调研指导。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雕塑系、交城县人民政府、山西省旅游投资集团等

单位主办的庞泉沟“和合之道”森林艺术季，以艺术为媒，促

进“文旅+教育”深度合作。

交城县还积极抓住暑期契机，广泛征集并提供优质实

习实训岗位，吸引了众多高校学子在实践研学中了解交城、

选择交城、逐梦交城、宣传交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师

生开展助教实践，山西医科大学学子深入医院实习实训并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中央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山西大学等 184 名交城学子也在家乡的机关事业单位

锻炼成长，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当前正值防

汛关键期，连日来，离石区各乡镇（街

道）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防汛减灾

各项工作，共同构筑防汛坚固防线，织

牢织密汛期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滨河街道组织社区党员、网格员、志

愿者上街入户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

地质灾害相关知识。同时，各社区党员干

部深入一线，实地勘察，全面排查隐患风

险，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莲花池街道

昌茂社区对辖区重点区域分片排查，并

对高层住宅的排水管口、地下车库、雨水

井盖等防汛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整治。丽

景街社区对呈祥路人行步道塌方路段及

时清理淤积物，疏通泄水口，拉起警戒

线，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凤山街道

虎山社区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

带班和工作人员值班相结合的 24 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情信息畅通，突发

情况快处，安全高效做好辖区防汛工

作。梧桐社区以“预”应汛，备足防汛物

资，并对防汛薄弱地区预先进行沙袋堆

积，防止雨水倒灌。交口街道组织党员

干部、志愿者、应急队伍等力量，对辖区

内路面积水、残留淤泥等进行全面清理，

消除安全隐患。田家会街道召开专题会

议对防汛防灾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要求

各村（社区）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

崖下居、淤地坝、河道等防汛重点区域，

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地质隐患排查工

作。西属巴街道加强防汛宣传，利用村

（社区）广播、微信群、横幅、宣传栏等多

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居民预防洪

涝灾害和自我保护意识。信义镇开展

“全领域、全覆盖、零死角”排查行动，重

点检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山体、危房

等区域，发现安全隐患立即上报整改。

镇村两级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协同多部门形成应急救援合

力。枣林乡召开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应

对安排部署会，传达区委、区政府关于防

汛工作重要指示，并就如何做好防范工

作做相关安排，做好防汛减灾宣传、应急

抢险救援准备、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以

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离石区：打好防汛“主动仗”织密防汛“安全网”

坚决打好防汛抗洪救灾主动仗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通讯员 张
丽妍）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孝义

市精心推出两条旅游线路，一条线路为

“循花之旅”，景点包括金龙山风景区、

曹溪河月季园、曹溪河欢乐城、孝河国

家湿地公园、九州香豆腐园；另一条线

路为“梦幻巴士”，景点包括孝河国家湿

地公园、三皇庙旅游景区、豆腐全宴品

尝、梦幻海水上乐园、乡村旅游重点村

仁义村。

7 月 25 日是该市“精品一日游”启

动之日。当天早上九点，网络媒体协

会、摄影家协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市青联部分志愿者等群体受邀踏

上旅途，乘坐多巴胺免费专线旅游车，

开启一天的美好行程。大家在金龙山

风景区品味佛教、道教深厚的文化底

蕴；漫步孝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蜿蜒曲

折的十里荷花木桥深处循声探音、迎接

惊喜；走进三皇庙旅游景区，观看皮影

戏表演，参与互动体验；在曹溪河红色

记忆展馆、仁义村、九州香豆腐园，一个

个古老的物件带大家穿越历史，勾起无

限回忆；曹溪河欢乐城和曹溪河月季谷

中，避暑消夏的水上娱乐活动、争奇斗

艳的花丛中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孝

河湿地公园的十里荷花特别有诗情画

意，以前外出旅游才能看到这么美的景

色，现在在咱们孝义就能看到。”大家高

兴地说道。

曾经各个景点犹如散落在角落的

遗珠，如今“精品一日游”将各个临近景

点串珠成线、升级打造，在各处嵌入吃

住行游购娱旅游全要素，让早已熟悉的

景点在这个如火的夏日焕发新的生机，

“颜值”与“气质”双升，置身其中的游客

也可实现身体与心灵共赴美的盛宴。

“孝义推出两条一日游精品线路，

不仅涵盖了孝义市 4A 景区，还包括优

质景点和乡村旅游重点村，旨在为市民

提供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旅游新选

择。”该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杜亮姝

介绍，“循花之旅”线路带领大家领略十

里荷花、千亩月季的风光，“梦幻巴士”

线路则为大家提供一个传统非遗与时

尚冲浪的碰撞。

据了解，“精品一日游”活动将持续

至 8 月 31 日，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关注

“孝义旅游”微信小程序，了解更多详

情。

产
业
在
哪
里
，人
才
就
跟
进
到
哪
里—

—

交
城
县
产
才
融
合
厚
培
新
质
生
产
力

近年来，方山县将肉牛养

殖产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之

一，以“政府主动作为、龙头企

业引领”为方向，通过一系列

强有力的措施将肉牛养殖作

为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百姓

致富的优势产业、方山区域特

色的品牌产业。据了解，该县

肉牛从 2016 年的 1.8 万头，发

展到现在 5.62万头。

图 为 该 县 峪 口 镇 土 福 则

村 的 牛 群 在 悠 闲 地 吃 着 青

草。 肖继旺 摄

孝义市推出2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

孝义市城区规划面积 62 平方公里，

城镇常住人口 34.3万，城镇化率达 7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5.22%）。但在推进

城镇化过程中还存在着城市综合承载力

不够强、区域首位度不足等问题。为此，

孝义市着眼长远，鲜明提出了聚焦全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市、全省

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市奋斗目标，全力推

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深化高

效能治理、打造高水平党建的“两先四

高”发展战略。

建设“两个先行示范市”，全面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是重中之重、应有之义。孝义市高度

重视，成立了书记、市长任组长的县城新

型城镇化建设工作领导组，完成《孝义市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示范方

案》编制工作，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在今年《光明日报》发布的

2023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

究成果中，孝义市再次荣膺全国新型城

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称号，位列第 71位，是

山西省唯一上榜的城市。

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只有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

流动和高效配置，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拓展

新的空间。孝义市健全“三大机制”，探索

新型城镇化建设新路径。健全城乡人口双

向流动机制。结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

进梧桐、下栅等整村搬迁安置，出台户籍、

就业等配套政策措施，现已有77个村4.5万

农民集中搬迁入住，推动农村向社区转变、

农民向居民转变、乡镇向城市转变，全市城

镇化率达 71%，超全国城镇化率 5.8个百分

点。拓宽城市人才下乡通道，招聘224名大

学毕业生、20名选调生到村工作，选派35名

“第一书记”、71名驻村队员进村帮扶；出台

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让乡村成

为人才创业创新的舞台。

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坚持

以产兴城、以城带乡，2023年谋划实施总

投资 866亿元的 151个重大项目，加快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开发“农

字号”，持续深化“一乡一特—园区、一村

一品一基地”建设。改造升级“老字号”，

持续做优做强传统工业经济，强化“氢能

特色专业镇”和产业链“链长制”两大抓

手，推动氢能、碳基新材料等“6大重点产

业链”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一区一镇一

链”新布局。培育壮大“新字号”，积极布

局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投资 300多

亿元实施老城区保护开发、曹溪河文旅康

养示范区、胜溪湖生态创新示范区“一城

一河一湖”三大标志性、牵引性项目，打造

总投资 8.8亿元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梯次

建设更多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在城

乡金融服务机制方面，建立社会资本下乡

促进机制，通过以奖代补、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等方式，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资

城乡融合发展项目。制定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42项奖补

政策支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奖补资金达

9000 万元，引导 8 户民营企业投资 1.6 亿

元参与乡村旅游重点村项目建设。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

标志，也是打破城市和农村界限的重要手

段。孝义市坚持“三个一体化”，构建新型

城镇化建设新格局。实行城乡路网一体化

规划设计建设，加快 22条“四好农村路”建

设，坚持“一年改造一条主干道路”，铺开 3
座过街天桥建设，统一规划26条公交线路，

实行全域全民公交免费。在城乡供水供热

一体化服务方面，启动山西大水网孝义市

域供水工程建设，铺设城乡供水管道300公

里，延伸覆盖 15个城郊村；投资 6亿元建设

城市清洁取暖工程（集中供热），对高阳、胜

溪 2个乡镇（街道）9684户及高阳农业科技

园区等进行集中供热改造，不断扩大城乡

集中供热范围。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服

务，大力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整治，让干净、

整洁、有序成为常态。

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在

城乡之间的差距深刻影响着城乡融合发

展的进程。针对性破解难题，孝义市深化

“三项改革”，增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福

祉。统筹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革。全面

落实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10条硬核措施，

持续加快重点学校项目建设，在全市域推

广“名校+新校”“城校+镇村校”等模式，联

合 44所中小学，组建 5个城乡学校发展共

同体，合理配置教师资源，组建帮扶团组

开展师徒结对、集中培训等活动，蹚出一

条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化、优质化发展

的新路。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体

深化市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乡镇、

街道卫生机构全部达到“优质服务基层

行”基本标准，村卫生室全部实现标准化

运行，实现 65%的患者在基层就诊、90%的

患者在市域内就诊；扎实开展市域巡回医

疗和派驻服务，做到乡村两级派驻服务和

村级巡诊服务全覆盖；探索个性化健康服

务，组建 156个团队 679名医生的服务队

伍，签约 30余万人，签约率达 63%，让城乡

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卫

生健康服务。 （下转2版）

下好城乡“一盘棋”走出融合发展路
——看孝义市如何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