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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本报讯（记者 王新欣 通讯员 李东生）
初冬时节，走进闻喜县桐城镇上白土村的金丝
皇菊种植基地，一簇簇金黄菊花随风摇曳，一缕
缕菊香扑面而来。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忙
着采摘、装筐，构成了一幅金色的丰收美景。

“今年的花，种植管理得非常到位，品质都
不错，这 6 亩地将近要产 1 万斤鲜花。”金丝皇菊
种植户闫俊说。

这几年，上白土村依托优越的气候条件和
丰富的土地资源，流转盘活村民闲置土地，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植金丝
皇菊。目前，全村金丝皇菊种植面积超过 7 公
顷。

在位于上白土村的山西新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生产加工车间，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同样随
处可见。这里每年可产各种菊花茶和玫瑰花茶
10 余吨，主要销往安徽、广东、江西等地。“我们
的目标不仅仅是种好菊花，更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走上致富道路，让我们
的生活都像这花儿一样美丽多彩。”山西新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上白土村大力发展金丝皇
菊产业，在拓宽村民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为当地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村
民增收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

闻喜县上白土村

金丝皇菊采摘忙

本报讯（记者 余 果）近年来，盐湖区姚
孟街道五洲观澜社区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走深走实，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借助爱心超
市“小积分”，撬动社区“大治理”，全力打造多元
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近日，在五洲观澜社区，志愿者董文清正在
给社区居民上课。董文清在社区里经营着一家
乐器培训店，他同时也是社区“爱心公益课堂”
的一名志愿者。在他看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非常“上瘾”，因为每次上课都能积攒积分兑换
礼品。

董文清所说的“积攒积分兑换礼品”，便是
五洲观澜社区的“爱心积分超市”，在这里，不大
的一间房整齐地摆放着一些居民生活用品，包
括抽纸、水杯、自行车等，每件物品下方都有一
个“明码标分”的标签，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积
分兑换心仪的物品。同时，五洲观澜社区还探
索制定了“服务无偿 爱心有价”的积分管理制
度，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让大家在奉献中有收获，在收获中做志愿。

五洲观澜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爱心超市
的物资并非社区花钱购买，而是由一些爱心企
业捐赠，目前捐赠的小礼品有 20 余种。这些礼
品的兑换积分数值是根据市场价格去设置的，
每一积分相当于一元钱。每个月社区大概举办
20 余次活动，每参加一次活动，志愿者可得 5 个
积分，每个季度可以兑换一次。

“爱心积分超市”是五洲观澜社区完善志愿
服务制度的一个体现。近年来，该社区积极整
合资源，搭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河东书房等平台，充分依托这些阵地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切实把志愿服务同社区治理
有机结合，并根据居民需求建立了志愿服务项
目，包含公益讲座、科普教育、文体娱乐、爱老敬
老、关爱未成年人等，使居民切身感受到了志愿
服务的浓厚氛围。接下来，五洲观澜社区还将
继续发挥“爱心积分超市”的正向激励作用，全
力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的积
极性，让“小超市”发挥“大作用”，更好助力基层
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

盐湖区五洲观澜社区

爱心积分“有料”

社区治理“有招”

本版责编 朱 姝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今年 5 月，我市出台《运城市食用农
产品批发市场快检室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实施方案》，期望通过快检室的建设充
分发挥食品快检的“筛查”功能，保障我
市“菜篮子”质量安全。快检室的建立不
仅提升了我市防范和化解食品安全风险
能力，也加快了大数据模式下的建立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溯源体系
的进程。

图① 绿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快检
室的工作人员在市场内抽取蔬菜、鸡蛋、

猪肉等食物样品。
图② 绿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快检

室的工作人员对抽检的食物样品进行检
测。

图③ 宇龙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室
内，两名工作人员对抽检的蔬菜进行检
测。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中铝山西新材料氧化铝厂集中控制室内，操作人员密切关注着相关生产数据。 本报记者 余 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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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传统产业如
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发
展？

10 月底，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发
布 9 个“无废园区”、19 个“无废企业”
典型案例，以引导工业园区、工业企
业推行无废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实现工业固废源头减量和就地
就近资源化利用。中铝山西新材料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中 铝 山 西 新
材料”）的“铝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
无废模式”上榜，为我省唯一案例。

中铝山西新材料是山西省首家
拥 有“ 矿 山 — 电 力 —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铝加工”完整铝产业链的大型中
央企业，也是一家拥有 50 年多年发展
历程的铝工业企业。近年来，企业践
行和发扬“励精图治、创新求强”的精
神，锚定“氧化铝精细化、电解铝合金
化、固（危）废资源化、小金属多元化”
四大方向精准发力，发挥完整的产业
链优势，突破发展瓶颈，延伸产品链
条，加快实施绿色低碳高端铝合金产
业链项目，扩大企业生产、销售规模，
为推动全省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科技创新
产业向“绿”

“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
固体废弃物，主要有二次铝灰、炭渣、
大修渣等。这些物料中含有氟化物
和少量氰化物，被国家列为危废，其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电解铝
企业必须解决的难题。”中铝山西新
材料副总经理薛峰平说。

铝灰是电解铝和铝加工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有金属铝和其
他有害成份的固体物质。随着铝合
金材料应用范围的日益扩大，铝灰的
产生量也将成比例增长，据统计每生
产 1000 千克铝，就会产生 25 千克—
50千克的铝灰。

以往人们把铝灰看作废渣而堆
弃，此举不仅造成铝资源浪费，还会
带来环境问题。“因此寻找经济有效
的方法加以回收和利用铝灰迫在眉
睫。”薛峰平说。

据了解，二次铝灰的资源化利用
目前国内外处理方法分为两大类：火
法和湿法。这些处理方式中均会产
生相应的废水或固体废弃物进行排
放，从而污染环境。

与传统的铝灰处理技术相比，中
铝山西新材料的铝灰资源化利用技
术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中铝山西新材料二次铝灰氧化
铝熟料窑火法协同资源化利用的新
技术和新工艺是国内首创，以氧化铝
烧结法现有熟料烧结系统为基础，采
用火法协同处置技术实现二次铝灰
低成本的资源化利用。在不增加主
体设备（回转窑）投资的条件下，仅增
加部分辅助处理设施，经济高效地处
理二次铝灰，有效资源化回收利用其
中含有的铝和钠等成分，实现氟化物

的无害化处理，且不生成新的有害物
质，实现了电解危废二次铝灰的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赤泥是生产氧化铝过程中排出
的固体废弃物，其综合利用是业界
一大难题。中铝山西新材料结合行
业和生产特点，在行业内首创了一
套 “ 创 新 串 联 法 ”。 该 技 术 投 运 以
来，矿石利用率由 70%左右提高到
96%以上，在低品位铝土矿生产氧化
铝工艺优化、赤泥铝灰等固废资源
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
时，中铝山西新材料积极投入到河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固 （危） 废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中，实现了国
产矿赤泥在煤矸石制砖、灰陶琉璃
仿古砖的成功应用。

近年来，中铝山西新材料紧紧
围 绕 “ 节 能 、 降 耗 、 减 污 、 增 效 ”
这一宗旨，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投
资数亿元实施了脱硫脱硝改造和锅
炉 超 低 排 放 等 一 批 环 保 改 造 项 目 ，
在助力污染防治设施更新升级的同
时，实现了烟气全部达标排放、生
产生活废水污水“零排放”和冷却
水余热对堆垛库加温、乏汽综合利
用代替新蒸汽、乏汽预热料浆等清
洁生产的理念在各个生产领域开花
结果。中铝山西新材料还将继续推
进“无废”企业建设，发展循环经
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固废管
理水平，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贡献力量。

精深加工
挺进“新赛道”

11 月 21 日，以“聚势铝镁精深加
工 开启产业链发展新篇章”为主题
的山西省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
大会在河津举行。百余名来自全国
铝镁行业的精英翘楚、专家学者、商
界才俊齐聚一堂，共商合作，为铝镁
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会上，中铝山西新材料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王磊表示，中铝山西新材
料作为“链主 ”企业 ，将强化科技创
新，培育新质产业，持续提升生产经
营和数智化发展水平，加快绿色低碳
步伐，推动企业、行业高质量发展，同
时，主动融入山西省工业产业发展大
格局，努力构建全铝产业链健康稳固
的供需体系，推动山西省铝产业链延
链拓链补链强链，带动行业企业提档
升级、转型发展。

目前河津已形成了以中铝山西
新材料省级“链主”为龙头，25 家上下
游企业为协作，集氧化铝、电解铝、铝
型材、铝铸造、再生铝等于一体的铝
精深加工产业链集群。

据了解，此次会议共签约协作配
套类、招商项目类、创新研发类项目
共 17 个。其中，中铝山西新材料与 8
家企业签订了铝液配套协议。

在中铝山西新材料的小批量铝
合金生产线上，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
在各个生产现场全力赶制订单。车
间外，叉车来回穿梭，装运成品铝合
金，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中铝山西新
材料铝加工事业部硬质合金工区技
术人员王斌说：“自本项目投产以来，
生产设备运行正常，每月产量能达到
500 吨左右，现在我们的产品都是根
据订单来生产的。”

铝及铝合金型材被广泛应用于

建筑、交通运输、电子、航天航空等领
域。近年来，由于汽车空调设备小型
化、轻量化，热交换器管材及空心型
材中铝挤压制品比例迅速增加，中铝
山西新材料抢抓市场商机，在强化科
技创新、突破硬质铝合金材料技术壁
垒的基础上，实施建设了年产 5000 吨
熔铸的小批量铝合金生产线，一是打
造 中 试 基 地 ，聚 焦 铝 合 金 新 产 品 开
发，做好成果转化，带动周边铝加工
企 业 提 档 升 级 ；二 是 生 产 高 技 术 含
量、高附加值、小批量的铝合金产品，
产品覆盖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铸锻
件、通讯 5G 领域等，不断增强中铝山
西新材料合金化产品的竞争力。

王斌表示，目前生产的产品结构
有 变 形 铝 合 金 2024、4032、5052、
7003、7075 等多种高端铝合金产品，
相较原来的产品，现在的产品更精细
化，而且附加值有很大的提升。如原
生产的 6001 变形铝合金，主要用于汽
车轮毂的制造，目前生产的 7075 铝合
金，可以用于航空航天领域，还能用
于汽车的防撞梁等。

中铝山西新材料还加强产学研
合作，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打造高水
平 科 技 研 发 平 台 ，厚 植 发 展 核 心 优
势，成功入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研发平台建设水平成
功迈入国家级研发平台行列。在做
好专项科技研究的同时，企业还充分
发挥技术创新服务生产作用，针对提
产降耗的痛点、难点问题，成立专项
攻 关 团 队 ，大 力 开 展 技 术 攻 关 。 目
前，企业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成果 100 余项、获得国家
专利局专利授权 130余件。

精益生产
夯实管理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底色，精益生产是其必由之路。近年
来，中铝山西新材料建立健全全要素
生产指标对标体系，严格实行三级质
量管理制度，持续夯实基础管理，不
断优化生产工艺，大力进行质量技术
攻关，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始终保持在
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在氧化铝厂上千平方米的堆场
内，分别堆放着数种不同品位的铝
土 矿 矿 石 。 在 堆 取 料 机 的 操 作 下 ，
不 同 品 位 的 矿 石 得 到 均 化 ， 矿 石

“配吃”已经成为中铝山西新材料精
益生产的关键环节。近年来，中铝
山西新材料科学总结多年积攒的生
产经验，通过对矿石分类储存、均
化 和 堆 存 ， 并 采 取 平 铺 直 取 的 方
式，保证了矿石质量的稳定性，降
低了生产的矿耗。

“1 台槽盖板没盖好=100 千瓦时
电”“一根吹槽风管=4320 立方米压缩
空气”等标语，时刻提醒电解厂员工
精益生产、精心操作。作为电力能源
消耗大户，电解厂扎实推进“三化一
提升”管理模式，优化炉底修补方法，
保 持 合 理 的 保 温 料 厚 度 ，延 续 在 线

“小修 ”检修方式 ，让电解槽寿命从
2100 天提高至 2900 天以上，并通过对
255 台电解槽实施稳流节能技术、智
能控制技术，吨铝直流电耗降低 350
千 瓦 时 ，每 年 因 节 电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3.69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铝土矿经过氧化铝、电解铝等工
艺流程，最终加工成光洁一新的合金
棒陆续运往全国各地。在做精做细生
产的同时，中铝山西新材料加大相关
资格认证，用更加专业甚至苛刻的标
准严把产品“质量关”。从 I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轨道交
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到挪威船级社
工厂认证、SCS 翠鸟认证、铝合金产
品碳足迹认证，这些专业的资格认证
在增加合金产品环保属性的同时，也
正在成为中铝山西新材料绿色低碳
发展的一张张闪亮名片。

近年来，中铝山西新材料持续的
环保投入换来了企业生态环境的持
续向好，“最美天空蓝”的美照美景在
职工家属微信群不断刷屏。同时，中
铝山西新材料持续强化现场环境治
理，厂容厂貌得到明显改善，员工的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越来越足，老企业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

乘攻势而上，朝夕不以为限。中
铝山西新材料将践行和发扬“励精图
治、创新求强”的企业精神，发挥完整
的产业链优势，突破发展瓶颈，延伸
产品链条，实现“直线冲刺”“弯道超
车”“变道领跑”，在创新中超越，在协
作中共赢，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
兵和生力军，向“铝”而生，为“绿”奋
斗，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迈步新迈步新““铝铝””程程 跑出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中铝山西新材料书写高质量发展中铝山西新材料书写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绿色答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果果 通讯员通讯员 杨杨 红红

在垣曲县左家湾村，有一对夫妻凭借养殖
美洲雁走上了特色致富路，开启了一场与珍禽
的“雁遇”。

初冬时节，走进位于新城镇左家湾村的垣
曲县天鑫养殖专业合作社，一群长得像鸭又像
鹅的小家伙，在主人的一声“吆喝”下，争相抢食
玉米粒儿，场面十分欢快、热闹。

“这一个雁蛋等于三个鸡蛋的营用价值，高
蛋白，一个雁蛋卖 4 块，咱这雁（肉）是 30 块钱一
斤。”美洲雁是一种原产地在南美洲的珍禽，浑
身是宝，垣曲县天鑫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车
亚妮说，他们已经养了三年。

这群美洲雁最不愁的就是销路。车亚妮自
己开了一家农家乐，柴火炖大雁就是响当当的

“招牌菜”。农家乐自产自销，供不应求是常
态。有些还需要真空包装，给客人邮寄到外
地。

车亚妮告诉记者，像 3 公斤重的雁，农家乐
卖 188 元钱一只。七八公斤的，就是 288 元一
只。过年过节送礼，夫妻俩把美洲雁杀好，剁成
块，放上料包，真空包装成礼盒，卖 200 元钱一
只，去年运城、太原都订了不少。

美洲雁销售火爆的终极秘诀就是——雁肉
好吃。车亚妮不仅精心喂养，还专门承包了养
殖场旁边的一座荒山，当作美洲雁的天然餐吧
和游乐园。“美洲雁吃的就和咱人吃的基本上差

不多，小的时候喝红糖水，长大了吃白菜、胡萝
卜叶子，等到再大点儿，到冬天时候，我有收购
下的苹果，就让它吃。夏天就是满山溜达，吃
草、吃虫，晚上了就是加料，吃玉米、麦子，你说
它肉能不好吃嘛？它一天就在山上跑呢，心情
也好，吃得也好，所以说它这肉也好吃。”车亚妮
对自家养的雁特别有信心，今年合作社养殖美
洲雁 8000 羽，收入相当可观。

合作社和农家乐还能带动附近的村民一起
增收致富。在农家乐帮厨的左家湾村民董海霞
说，她家就在这附近住着，闲得没事来这帮帮
忙，做个凉菜、擀点面条、蒸点包子、包点饺子、
做点豆包，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块钱，她感觉很满
意。

除了带动附近的村民，古城镇、英言镇、华
峰乡等周边乡镇也有农户从车亚妮这里逮小雁
苗回去养殖。到美洲雁冬天不下蛋的时候，车
亚妮又从他们手中收购回来，帮助大家提高收
入，还带动了村民就业。

随着自家美洲雁的名气越来越大，车亚妮
想继续扩大规模。县里相关部门在了解到情况
后，也积极帮助车亚妮协调相关手续的办理，给
足了她进一步发展事业的信心。车亚妮说，左
家湾村是垣曲的“后花园”，今年旅游路又修到
了家门口，以后这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她想扩
大规模，干好这份事业。

垣曲县天鑫养殖专业合作社

特色养殖美洲雁 增收致富“有门道”
董 云 依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