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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煤基精细化工循环经济工

业园。 高承善摄

优化服务保供电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3 月，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木寨村，电力工

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细致排查机井及其配套设施的

用电安全，保障农田灌溉用电需求。

抓好春耕备耕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的关键。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为当地抢抓农时提

供坚强电力支持，制定春耕春灌保供电预案，梳理重要

排灌线路，逐条开展线路设备特巡特护工作，提高设备

供电可靠性，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保证春耕春灌

“不断电”。

与此同时，河南各地都在“拼经济”，面对持续增长

的企业用电量，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全面开展“万人助

万企”专项服务行动，结合所服务企业的作业时间和用

电特点，组织供电服务人员走进各大企业配电间、生产

车间、物流仓库，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难题，开展用电设

备“健康体检”，并为企业相关负责人解答最新电价电

费政策，提供合理化用能建议，开辟业扩报装“绿色通

道”，简化办电流程，累计实地走访服务企业 68 家，收

集并解答企业各类电力诉求 171 件，助力当地经济稳

进提质。

众德汽车零部件智能化项目是西峡县重点工程之

一，致力于打造高水平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国网西

峡县供电公司坚持“电等项目”，安排专人进行对接，根

据项目用电负荷和设备分布情况，谋划建设配套电网，

做好周边电网的布点、布线和升级改造，把电力服务送

到企业“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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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强

调，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内生发展动力。这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在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甘

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当地

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

主攻方向，注重扶志扶智，最

大限度激发农民群众发展信

心和内生动力，激发乡村振

兴新活力。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的内生发展动力，首先要

提 升乡村“品质”，把“获得

感”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村容

村貌是乡村的门面，乡村脏乱

差、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脱

贫地区发展的因素之一。要

结合打造“最美乡村”，提升

乡村的“颜值”和“品质”，通

过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把乡

村的弱项和短板补起来，增

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例如，合作市通过美丽藏寨

发展起乡村旅游，村民享受

到实实在在的“村美”红利，

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大

程度激发村民以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追求美好生活。

脱贫地区的乡村发展基

础薄弱，除靠自身和当地政

府的力量外，对口帮扶是乡

村通过借助外力强大自我的

重要抓手。发挥对口帮扶优

势，让乡村发展渠道更多元更畅通。抓住深化东西部

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机遇，以资金援助、产业帮

扶、消费帮扶、人才支持、劳务协作等方面多点发力，让

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协作交流形成合力，将帮扶

效益最大化。消费帮扶是对口帮扶中成效较为显著的

方式，要继续深入挖掘脱贫地优势农特产品，借助帮扶

地“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消费方式助力乡村“土特

产”走出去，走得远。数字技术和优质资源是帮扶地区

的优势，通过引入云账户落地等形式，搭建起服务于脱

贫地区的灵活就业平台，通过电商发展等多种形式，吸

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同时，可借力民营企业、社会

组织及各界人士的帮扶，让发展渠道更畅通。

此外，营造和美乡风民风，引导农民增强发展愿望，

激活内生发展动力。一些脱贫地区群众受老观念影响，

思想相对保守，对发展产业有畏难情绪。好的民风是乡

村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强化精神引领，让村民敢于打

破陈规陋习，把过好日子与自身努力联系起来，树立起

“我要发展”的信心很关键。可通过正向激励措施，聚焦

弘扬文明新风，激发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同时，优化政

策支持，通过以奖代补、以效定补、先建后补等激励机

制，引导农民积蓄自立自强的正能量，明确发展目标，把

“要我发展”变成“我要发展”，依靠勤劳双手增收致富。

构建煤化工循环产业链
——新疆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近日，记者驱车从乌鲁木齐市前往新疆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只见戈壁的“煤海”之上，

一条条高高架起的运煤廊道中，源源不断的煤

炭或坐上火车外运保供，或进入现代化的煤化

工车间，实现升值。

近些年，在立足资源优势、加大外送煤炭

的同时，新疆以“煤”为基，积极探索勾勒煤化

工发展新版图，初步构建了以准东、吐哈、伊犁

等为主的煤化工产业发展集聚区和以煤制天

然气、煤制烯烃、煤炭分级分质利用等为主的

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格局。随着新疆加快构

建“八大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为核心的煤化工产业驶入了

发展“快车道”。截至 2022 年，新疆煤制天然

气产能 33.75 亿立方米；煤制烯烃产能 68 万

吨；煤制 1,4-丁二醇产能 52 万吨；煤制合成氨

产能 138 万吨；煤制乙二醇产能 40 万吨。

因地制宜用好煤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是准东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重点煤化工企业之一。走进该企业

的计算机控制中心，三块并排的电子大屏幕比

较显眼，上面清晰显示着煤炭变成合成氨、尿

素等产品的路线图。

准东煤田是新疆五大煤田之一，为新疆宜

化等落地准东经开区的煤化工相关企业就近

供应了原料。然而，准东煤炭在化工领域的使

用中出现过“小插曲”。

“现在让煤炭变成化工产品比以前顺畅多

了。”宜化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李桢说，“准

东煤属于高碱煤，有黏温特性差、成浆性差、碱

金属含量高等特点，气化过程中容易在炉膛中

结焦，使用过程中必须搭配好一点的煤。且其

有一定的腐蚀性，设备装置用上两三个月必须

停下来检修。”

为此，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

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科合肥煤气化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攻克了“常压富氧循环流化床高

碱煤气化制合成气技术”，通过炉内温度分区

控制、流场和反应调控、余热回收系统温区匹

配控制以及排渣管气封干式排渣等方面的技

术创新，实现了系统气化效率、系统总体能效

和气化炉可靠性的大幅提升。

“该技术对原煤灰熔点波动适应性强，工

艺流程简单，可采用准东高碱粉煤作为原料，

无需制粉制浆；煤气及废水不含焦油和酚，对

环境友好。”李桢说。自 2019 年起，该公司对

合成氨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投资 3.8 亿元新

建 3 台常压富氧循环流化床气化装置，替代原

有的 20 台常压富氧固定床连续气化装置，实

现了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

“使用该技术后生产合成氨的成本每吨降

低 400 元，年创经济效益 1.6 亿元，还可降低能

耗 9.5 万吨标煤，每年实现碳减排 15.7 万吨，减

排固废 15 万吨。目前，该技术已获得国家授

权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型专利 2 件。”李桢说。

更多新技术突破应用，加速了准东煤炭资

源的高效利用。当前，准东现代煤化工产业示

范区建设雏形显现，初步形成合成氨等产品的

规模化生产。

“准东煤化工起步较晚，近些年传统煤化

工基础得到了持续增强，但还存在产业链较短

等不足。开发区正通过规划引领、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等措施，推动产业向烯烃、芳烃等精细

化工产业链延伸。”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产业科室负责人潘元双说。

绿色应用新途径

在新疆油田准东采油厂火烧山作业区，通

过二氧化碳驱代替水驱，让一些老井焕发生

机，带来较好的增油效果。目前，新疆油田已

在非常规油气藏开采压裂环节试验，如吉木萨

尔页岩油、玛湖致密油的开采，均在压裂环节

试验注入二氧化碳，让原油具有更好的渗透性

和流动性。

这为当地煤化工企业处理废气开辟了新

途径。走进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从煤

到电、甲醇，再到聚四氢呋喃的一体化发展产

业链初步形成。

在此过程中，该公司深耕污水处理技术，

斥资 2620 万元，建设年产 3 万吨新型环保水处

理剂项目已投入运行，实现废酸的资源化、无

害 化 ，每 年 可 节 省 废 酸 处 置 费 用 1000 多 万

元。“煤化工是用水大户，企业通过上马中水循

环系统装置，实现了水的全部回收利用。换热

站从蒸汽变成冷凝液，节水效果明显，每小时

可以省 30 吨水。”该公司总经理吴亚朝说，“目

前，公司正在跟中石油积极合作，准备建设一

套 30 万吨二氧化碳捕集装置，实现对废气的

进一步回收利用。”

除了自治区政府部门引导支持，相关企业

发力，金融机构也加大对企业煤炭绿色应用的

支持。

新疆广汇碳科技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在哈

密市伊吾县规划的煤化工行业二氧化碳捕集

项目建设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以第

三方企业保证，为该项目发放贷款 5000 万元，

成为新疆首个煤化工行业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封存项目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副行长

许可说：“我们抢抓工具窗口期，通过建立联动

机制、强化银企对接、完善金融服务等方式，推

动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加快落地新疆，稳增长政策效应得到

充分释放。”

构建循环产业链

记者在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

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在生产提质煤和煤焦油的

过程中附产 70 亿立方米的荒煤气，通过公司

的 4 台燃气锅炉，每年消耗大概 25 亿立方米，

剩下的荒煤气用于下游公司循环利用。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 1000 万吨/年煤炭分

级提质综合利用装置，形成年产 510 万吨提质

煤、100 万吨煤焦油的规模产能，建立了煤—

气—油、煤—气—乙二醇的资源高效利用发展

模式和产业链布局。该公司副总工程师姚厚

猛说：“企业依靠科技进步赋能优势产业，正推

进建设新材料高效利用综合项目，继续延伸产

业链，实现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伊吾县主煤种为高含油煤，是优质化工原

料煤。以此为依托，哈密市围绕煤炭分级分质

利用和煤制甲醇两条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链

补链强链，将基础化工产能优势转变为产业发

展新优势，构建起集资源开发、就地转化、综合

利用为一体的煤化工产业链，让煤炭资源经过

循环利用被“吃干榨尽”。

近日，新疆疆纳能源科技集团投资 20 亿

元建设的绿电耦合焦炉煤气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在伊吾工业园区开工，将涉及利用低热值焦

炉煤气、液化天然气及合成氨产品生产等。该

集团董事长李运德说：“该项目将建成国内首

套利用低热值焦炉煤气制 LNG 及合成氨的装

置，把焦炉煤气变废为宝，转化为绿色高效的

清洁能源和液氨。”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

年，新疆将加快建设煤炭煤化工产业集群建

设，着力推进准东国家级现代煤化工示范区、

哈密国家级现代能源与化工示范区建设，引导

支持煤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构建以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为核心的循环产业链。

长春计划用 3 年时间抓住 3 大环节——

加快实现工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马洪超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发布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将利用 3 年左右的时间，

实现对全市 1278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全覆盖”。

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延峰表示，

长春市是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城市，在当前形

势下，只有抓住数字化这个关键变量，长春工

业才会有出路，工业企业才会有未来。

根据实施方案，长春市将紧紧围绕工业

企 业 数 字 化 内 部 转 型 、工 业 互 联 网 外 部 保

障 、内 外 交 互 融 合 发 展 3 项 重 点 任 务 ，全 力

打造数字化转型新模式。内部转型方面，将

围绕促进管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销售数

字化 3 大核心环节，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数字

化转型升级；外部保障方面，将加快吉林省

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长春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等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建好

“高速公路”；融合发展方面，将加快建设汽

车、装备、光电、生物医药 4 个重点产业专用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平台，鼓

励和引导数字化转型成熟的工业企业上云、

用数、进平台。

“我们公司早就尝到了自动化能力提升的

甜头。”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管理

部副部长于韶辉说，他们是一家主要从事车用

涡轮增压器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的企业。该公司某产品的第 1 条产品组装线

按国外生产线“复制”设计安装，根据原设计产

能，在客户需求高峰时需要 6 条生产线对应。

对此，在后续设计新生产线时，该公司将产能

提升作为首要目标，将原有生产线串联装配的

工艺优化为转盘式自动装配方式，新生产线自

动化率提升 18%、小时产能提升 60%。数字化

改造后，仅需 4 条生产线就可以应对客户需求

高峰。

“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生产流程，从管理

上、技术上及设备上，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和

升级，力争实现精益生产与智能制造的更好融

合。”于韶辉说。

与技术运用角色不同，位于长春市的机

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

从事汽车工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甲级设计

研究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单位。据机械九院智能事业部总经

理助理赵锐介绍，该院数智化团队近年来在

数智化业务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开发了一系

列智能软件产品，支撑了汽车工厂数智化转

型升级。“我们今后将着力开发独立自主智能

软件产品，为客户提供汽车数智工厂整体解

决方案。”赵锐说。

完成好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在落实。长

春市工信局局长赵明瑞表示，长春市将紧盯夯

实基础支撑、平台创新发展、强化示范引领、提

升服务能力、开展总结推广等重点环节，启动

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

创新发展、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引领、数

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业数字化优秀

解决方案推广“五大行动”，助力全市工业企业

抢占数字化转型新高地。

3 月 28 日 ，货

船有序通过京杭大

运河江苏省宿迁市

宿城段船闸。开春

以来，一艘艘装满

化肥、建材、电煤等

货物的船舶经此有

序航行，保障生产

生活需要。

方东旭摄

（中经视觉）

建设高原特色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钟华林

走进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壤塘县觉壤文化创意传习所，

一楼大厅一幅幅精美的唐卡令人

目不暇接。来自当地的年轻藏族

学员德青旺姆告诉记者，她制作

的唐卡最高可以卖到 3 万元，尺

寸较小的也可以卖到数千元。

壤塘县利用富集的传统文化

资源，探索出“政府扶持、传承人

自主创办”和“传习所+公司+农

户”的发展模式，全县有 3000 多

人从事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带

动群众就近就业创业，实现年产

值约 2000 万元。

阿坝州曾经深度贫困。脱贫

攻坚任务完成后，全州全面开展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积

极探索以生态美丽、和谐幸福、富

裕小康“三家园”建设推动乡村振

兴。阿坝州把牢产业这个重点，

突出资源禀赋，聚焦主导产业，重

点支持“三家园”建设乡村内的现

有产业园区提档升级，优先推进

特色优势园区建设。

长坪村位于小金县四姑娘山

镇，境内有四姑娘山景区和嘉绒

藏族建筑元素的特色藏寨。近年来，该村积极发展以

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户外运动为主的生态旅游产业，

全村有 700 多人从事旅游业，村内打造颇具特色的民

宿 105 家，年接待游客 28 万余人次。

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则充分利用当地土壤和气候

条件，大力发展高山玫瑰，开发出具有高原特色的玫瑰

精油、玫瑰纯露、玫瑰花茶、玫瑰花酱等近 20 种产品，

实现年产值 5000 多万元，辐射周边 13 个乡镇 46 个村

4000 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马尔康市聚焦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旅游

发展，深入实施产业园区建设，2022 年 11 家签约企业

进驻，先后引进万亩林下菌种植、产业链肉牛养殖、生

猪全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乡村振兴项目 32 个。

目前，阿坝州围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新体系，已建

成现代经济作物标准化基地 110 多万亩、特色产业加

工园区 48 个，新增标准化养殖场 218 个，认证“净土阿

坝”品牌产品 187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