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甘肃通过“智改数转”，使金川、酒钢、兰石、

银光等一批老工业企业率先开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成本降低、能源资源

消耗减少、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不仅改变了车间一线的传统工业生产场景，也在市场主体

规模、产业集群构建、工业经济占比等方面实现新提升。

阅 读 提 示

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行动①G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经济·民生4 2023年 10月 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杨召奎 北梦原

E－mail:grrbjjxw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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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 43 个世界粮食日。在 2023 年

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

活动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

鑫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能

力不断增强，粮食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高，粮食供给结构持续优化，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更加有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

安全之路。

近年来，我国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

流通能力建设，涵盖应急储运、加工、配送、

供应各环节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已初步形

成。与此同时，我国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优质粮食供给不断增加，推动形成了“种

粮农民种好粮、收储企业收好粮、加工企业

产好粮、人民群众吃好粮”的优质优价粮食

流通体系。

优质粮食供给不断增加

近年来，在优质粮食工程政策推动下，

齐鲁粮油、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广西

香米、荆楚大地、天府菜油、山西小米等一

大批区域公共品牌的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不断提高。以吉林鲜食玉米为例，其加工

产值已由 2019 年的 16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

的 39 亿元。

自 2017 年优质粮食工程实施以来，中央

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近 215亿元，累计带动

地方各级财政和社会投资 600 多亿元。根据

财政部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1年印发

的《关于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十

四五”时期，将以开展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

质品牌、质量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

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动”为重点，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

“发展粮食产业是兴粮之策、富农之道、

惠民之举，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大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国

家粮食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从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认真落实大

食物观，优化食物供给结构，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不断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仓储环节降低损耗保持品质

眼下，各地正在有序推进秋粮收购。粮

食收购之后，如何安全高质量存储粮食是重

中之重。做好粮食仓储，可以减少粮食损失

浪费，也能够使粮食保持更好的品质。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

术，促进粮食减损降耗，不断提升保质保鲜储

存水平。粮食储存环节损失损耗数量大幅下

降，损失损耗率明显降低。目前，我国国有粮

食储备企业储藏周期粮食综合损失率已控制

在 1%以内。

以江苏为例，该省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约占全省完好仓容的 50%，位居全国前列。

南京粮食集团灵山库在改造仓房气密性的基

础上，采用薄膜密封粮面的方式使粮堆形成

一个密闭空间，通过移动式制氮机组充氮降

氧，抑制了粮食呼吸，有助杀虫抑菌、延缓粮

食品质变化。该库低温储粮仓储存一年的籼

稻，2022年度水分平均降低 0.4%，与此前比水

分损耗减少 30%以上。

粮食应急保障网织得更牢

今年夏季，全国多地遭遇历史罕见的暴

雨、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但市场上粮油供

应充足，没有脱销断档。业内专家表示，这是

因为我国基本建立了涵盖储运、加工、配送、

供应等各个环节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国共有粮食应急

储运企业 4896 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 6678
家、粮食应急配送中心 3607家、粮食应急供应

网点 56760 个，基本形成都市区“1 小时”、周

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时”的“全国粮食

135应急保障圈”。

在粮食应急保供过程中，“最后一公里”

末端物流配送是难点。为此，各地整合不同

运力物流资源，构建粮食应急运输绿色通道，

形成大通道不中断、服务网络不间断、城配一

体化的一张网。骨干粮油企业、快递电商强

化末端物流配送能力，推进集装单元化、智能

投递设施、无人配送车（机）等设施，加快相关

设施建设和推广应用，可以实施点对点、门到

门的精准配送。 （本报北京 10月 16日电）

种粮农民种好粮，收储企业收好粮，加工企业产好粮……

“中国饭碗”有了更多优质粮

本报记者 康劲

曾经，人们常常用“灯火通明”来描述工

业生产的繁忙景象；如今，在甘肃省中部的白

银市，却有这样一家“黑灯工厂”——在年产

16万吨 DNT光气化原料的生产车间，整个生

产现场没有一个人，原材料自动进去、成品自

动出来，流水线上百分百“全自动”。

以前，电铲司机要在钢板房内操作设备，

冬天冷，夏天热，作业环境差；如今，甘肃金川

集团龙首矿的电铲司机谢怀刚，却坐在电子

屏幕前对铲车进行远程遥控，告别了现场弥

漫的粉尘和轰隆的噪声。

作为中国西部的老工业基地，甘肃工业

曾走过了一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奋斗历

程，但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煤炭化工、能源电

力等产业的长期发展，也留下了工业企业

“粗”“大”“重”的传统印记。

近年来，在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中，甘肃通过“智改数转”，使金川、酒钢、兰

石、银光等一批老工业企业率先开启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成本降低、能源

资源消耗减少、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不仅改变

了车间一线的传统工业生产场景，也在市场

主体规模、产业集群构建、工业经济占比等方

面实现了新的提升。

“黑灯工厂”就是智慧工厂

“其实，‘黑灯工厂’就是智慧工厂的代名

词，是一种颠覆传统生产管理模式的创新，应

用大量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将员工彻

底地解放出来，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小、安

全更有保障。”站在工业视频监测系统前，银

光集团化工一厂厂长李明介绍说。

“以前，车间里照明全开，看见的都是工

人，但工人却不一定看见生产全过程；车间‘黑

灯’后，生产现场的人没有了，员工坐在操控室

里却可将生产过程尽收眼底。”在化工一厂员

工杨小平师傅看来，“黑灯工厂”就是工艺和流

程的“生产革命”，是一次生产体系的重塑。

据介绍，在建设“黑灯工厂”的过程中，化工

一厂组织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围绕各主要工

序，将新生产线和原生产线进行工艺和设备等

方面的对比分析，同步对产品技术、生产工艺、

加工流程、生产组织、产品质量进行全面升级，

相继完成减少中转环节、安装自动阀、连锁放

料、缩短流程等30余项工艺和流程的再优化。

从前配置碱液的时候，员工要在设备旁边手

工划破碳酸钠袋子，再倒入配碱机内，结束后还

要清理现场。现在，机器替代了人工自动上料，

破袋、振散、填料、废袋收集、码垛等一气呵成。

“随着人机隔离、机器换人、‘黑灯工厂’的

全面推进，将有更多作业场所实现无人化。”进

入 10月，银光集团东方公司重点生产线无人示

范也进入了建设的攻坚期。今年底建成后，可

完成自动称重、取袋、开袋、套袋、物料充填、袋

口整理、自动折边、缝包、成品袋金属异物检测

和重量检测，并实现对不合格品剔除、成品袋喷

码等功能。同时，该公司进行电气、除尘、加湿、

雨淋系统改造，20位操作人员全部退到后台。

“5G+智慧矿山”的样板工程

“以前人工巡检，现场粉尘多、噪音大，

500 多米的皮带有 1500 余组托辊，来回检查

一趟需要 1 个多小时。如今，5G 智能巡检机

器人不仅能及时发现掉落、损坏的托辊，还能

准确定位，消除人工作业滞后性，提高工作效

率。”金川集团龙首山矿的技术员李彦龙夸赞

着 5G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后的亮眼表现。

作为拥有 6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大镍钴企

业，金川集团近年来争做数字化转型“排头

兵”，面向有色冶金的采矿、选矿、冶炼、化工

等工业板块大力建设数字应用场景，实现系

统化、精准化、智能化改造提升，催生井下运

输无人驾驶、选矿碎矿无人值守、铜精矿智能

配矿，建成大板镍数字化等一大批“5G+智慧

矿山”“5G+智能工厂”的样板工程。

“过去人工操控手柄装矿，很难精准控制装

矿量多少，装少了矿车满载度达不到要求，跑一

趟不划算；装多了有矿石剐蹭架线的安全隐患，

现在系统自动运行就避免了这些问题。”龙首矿

运输工区电机车里的“掌舵手”薛强说道。

在金川集团二矿区，“一控三”的“5G+矿

运卡车”远程遥控系统自动化运行实现了一

台驾驶舱远程控制 3台自动卡车和矿运卡车，

从装矿、运矿到卸矿全流程远程遥控。

在金川集团铜业公司熔炼分厂，“5G+5
万吨铜精矿仓智能配料系统”利用料堆三维

扫描、10 吨抓斗吊车无人驾驶、PLC（可逻辑

编程控制器）变频控制等技术，实现精矿仓卸

料、倒料及上料的无人化智能作业，使装备自

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职工劳

动强度明显降低，作业环境明显改善。

数字赋能助省属企业打造智能工厂

不靠海、不沿江的地域差别，曾让甘肃工

业经济的发展陷入被动。近年来，通过数字

赋能，甘肃一大批工业企业找到了创新牵引、

结构优化、绿色转型、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各

省属工业企业更是站在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纵

深发展的前沿。

甘肃省政府国资委支持省属企业用好股

权、分红、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等中长期激

励工具，深度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为省属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创建一流企业、加

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截至目前，甘肃省属企业打造省级智能

工厂 4个、数字化车间 25个，入选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2个、国家级智能制造

优秀场景 2个。

今年以来，金川集团建成镍精炼加压系统

优化提升等一批产业升级项目，实现原料变材

料、材料变器件、器件变装备的蝶变；酒钢集团

在全国率先生产出用于光伏支架的热浸镀锌-
铝-镁合金镀层钢板，实现进口替代；兰石集团

大力发展核能、氢能、光伏、锂电池材料等新能

源、新材料，制造出打破国外垄断的N08810和

N08120镍基合金等高端领先产品……

甘肃全面推进“智改数转”，使得一批老工业企业焕发新生机

“生产革命”！“黑灯工厂”车间里的数字生态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明确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围绕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
等作出重大部署。

近年来，各地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
稳增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健全产业
科技创新体系，推动高端化、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
积极成效。为反映各地的新探索、新做
法、新进展，本报特开辟专栏《推进新型
工业化在行动》，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广清城际北延线北江特大桥连续梁合龙
本报讯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项

目广清城际北延线北江特大桥跨江段连续梁

顺利合龙，至此全线 15 联连续梁全部完成，

线下主体结构工程和现浇梁全部完工，为后

续高效推进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据中铁二十二局项目负责人介绍，北江

特大桥全长 5678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建

设过程中，项目团队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开展

科技攻关，大力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利用 BIM
技术可视化交底、新工艺工法保障工程安全。

广清城际北延线新建线路全长 19.737公

里，是打造广清一体化和大湾区“1 小时交通

圈”的重要工程。 （唐海洋 冯开利）

多项措施加大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力度
本报讯 2021年以来，共受理审查逮捕涉

非法集资案件 9件 12人，批准逮捕 3件 4人；受

理审查起诉涉非法集资案件 33 件 69 人……

贵州省黔西南州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不断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据悉，该州检察机关加强提前介入质效，

提前介入非法集资案件17件，及时组成工作组

开展提前介入工作；加大督导、审查把关各基

层院办理非法集资案件工作力度，对兴义、晴

隆 3起涉非法集资案件挂牌督办，确保非法集

资案件快侦快办、案结事了；同时，用活用好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成

效显著，维护了社会稳定。 （陈松林 梁艳艳）

本报北京10月 16日电 （记者北梦原）据网约车监管信

息交互系统统计，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 9 月份共收到订

单信息 7.93亿单，环比下降 3.9%。杭州、厦门、广州等 20个中

心城市订单合规率均在 80%以上。

在各主要中心城市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是杭州，最低的

是北京。9月份，订单合规率增长前 3名的依次是昆明、大连、

沈阳；增长最后 3名的依次是西宁、银川、西安。

在订单量前 10名的网约车平台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是

享道出行，最低的是花小猪出行。按订单合规率（指驾驶员和

车辆均获得许可的订单量占比）从高到低的分别是享道出行、

如祺出行、携华出行、万顺叫车、及时用车、T3 出行、阳光出

行、曹操出行、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9 月订单合规率增长

前 3 名的依次是曹操出行、万顺叫车、T3 出行；增长最后 3 名

的依次是享道出行、及时用车、阳光出行。

其中，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台

（俗称“聚合平台”）完成 2.15亿单，环比下降 5.7%。按订单合

规率由高到低的分别是滴滴出行、高德打车、携程用车、花小

猪出行、美团打车、百度打车、腾讯出行。

截至 9月 30日，全国共有 330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

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 3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618.8万本、车辆运输证 263.5万本，环比分别增长 2.1%、2.5%。

20个中心城市网约车订单合规率超八成
昆明、大连、沈阳位居合规率增长前 3名

本报北京10月 16日电 （记者蒋菡）记者今天从水利部

获悉，近日，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公布，河

北省大城县等 323个县（区）被命名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区）。目前，全国累计已经创建六批共 1766 个达标县（区），

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其中，黄河流域 9个省份建成 647个达

标县（区）、建成率达 67%，京津冀地区建成 148 个达标县

（区）、建成率达 74%，引领全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据悉，第六批达标县（区）总计建成重点用水行业节水型

企业 2500 余家、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 14500 余家、节水型居

民小区 5000 余个，节水载体建设步入快车道，示范引领作用

明显。

此外，第六批达标县（区）近两年全部达到用水总量和强

度控制指标要求，2022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平均为 20.8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平均为 0.576，优于全国整

体水平（2022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4.1立方米和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72），为实现全国水资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总体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对达标县

（区）进行日常监管和动态管理，组织对建成满 5 年的达标县

（区）进行评估，研究建立“亮灯摘牌”机制，发挥好达标县（区）

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提质增效。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我国已创建1766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10 月 15 日，第 134 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据广交会新闻发

言人徐兵介绍，本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规模再创新高，预计

到会人数将比第 133届广交会明显增长。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扩至 155万平方米，比上

届增加 5 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4 万个，比上届增加近 4600
个；参展企业 2.8 万多家，比上届增加 3000 多家；进口展吸引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 家企业参展，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参展企业占比约六成。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质量进一步提升。生产企业和民营

企业是最大的参展主体，占比分别为 50%和 90%。专精特新

“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海关 AEO
高级认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华老字号等优质企业保持增

长，约 4600家。

作为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第一期重

点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家电、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新能源

等产品展区规模扩大，为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提供参展

机会；第二、第三期侧重适应消费升级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产

品，为全球采购商一站式采购提供便利。

以“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为主题，本届广交

会着力打造集资讯交流、创新发布、产业推介、贸易服务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展会期间，将举办全球采购推介系

列活动、60 余场“贸易之桥”全球贸易对接活动，并设贸易服

务专区，组织金融保险、物流仓储、检测认证等领域的 200 多

家企业提供贸易配套服务。

第134届广交会规模再创新高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展企业占比约六成

10月 16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
中心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首场吹风会，自然资源部国际
合作司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自中国2017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
作设想》正式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同“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在海洋领域合作上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举行首场吹风会

10月15日，一艘货轮准备停靠浙江宁波
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浙 江 省 港 航 管 理 中 心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宁 波 舟 山 港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累 计 完 成

货物吞吐量 10.15 亿吨，同比增长 5.85%；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726 万 标 准 箱 ，同 比
增长 3.56%。

新华社发（索向鲁 摄）

宁波舟山港前三季度
吞吐量突破 10 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