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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偏关县老牛湾入境，至垣曲县碾盘沟出境，黄
河山西段占黄河全长的近1/5，干支流涵盖11市86县

（市、区），占全省面积的七成以上。作为我国重要的
综合能源基地、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山西将
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持续推动能源产业绿
色转型，发力制造业振兴，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推
动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传统能源逐“绿”上“新”

　　在黄河东岸的吕梁市柳林县，山西焦煤集团华
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已累计建成7个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综采工作面实现采煤机、液压支
架、刮板输送机协同控制。通过数智赋能，沙曲一号
煤矿全员工效提升20%左右。
　　“井下不再乌烟瘴气，井上洗选、装车全封闭管
理，厂区干净整洁，几乎看不见煤炭。”沙曲一矿综采
一队队长史聪平说。
　　向“绿”向“新”，成为山西能源革命的主色调。
今年以来，山西进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截至8
月底，全省已建成48座智能化煤矿、1217处智能化采
掘工作面，先进产能占比超过80%。
　　煤炭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这是黄河流域
不少市县面临的共性问题。同样位于黄河岸边的临
汾市大宁县，一座座抽气“磕头机”缓缓运行，地下煤
层里的煤层气被抽出后，通过管道送到千家万户，既
提供了新的清洁能源，又减少了采煤甲烷排放。
　　从采煤到“采气”，借助煤层气这一清洁能源实
现减污降碳，大宁县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全县煤层
气年产量在10亿立方米左右，通过上游提产能、中游
延链条、下游促消纳，引进一批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

项目，用三到五年时间有望打造一个百亿级的产业
集群。”大宁县委书记王晓斌说，目前煤层气液化、应
急调峰等项目都在加快推进。
　　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山西煤层气产量达
71.6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总产量的八
成以上。与此同时，山西新能源快速发展，风电、光
伏装机双双突破2000万千瓦，大约每6度电就有1度
是绿色电力。

制造业重装上“镇”

　　走进山西龙成玛钢有限公司，一台台数字化球
磨机替代了原有的球磨工艺，不仅节省人力成本，也
让整个生产环节更环保。围绕“绿色”“智能”两大主
题，晋中市太谷区鼓励全区112户玛钢企业提档升
级，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高效益的铸造技术和工
艺得到广泛应用。
　　“拆除冲天炉，改用更环保的电炉，企业的生产
工艺同步提升，传统铸造行业的生产线更加绿色、智
能。”太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王琪说。
　　制造业是沿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支撑，山西大力推动特色专
业镇发展，使之成为振兴山西制造、推动转型发展、做
强县域经济、带动就业富民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位于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运城市万荣县，是山
西首批省级重点专业镇。数十年来，万荣人在全国
开办了600多家外加剂企业，占据全国三分之一产销
量。作为调节混凝土性能的重要产品，外加剂在工
程建设领域不可或缺。针对近年来市场需求的变
化，不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争相抢占细分领域拓展
新产品。

　　在汾阳市的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围绕白酒配套
产业，当地正在推进“酒+文旅”融合发展、“酒+饲
料”协同发展、“酒+电商”数智发展、“酒+化肥”循环
发展，涵盖酒的原料种植、包装配套、数智赋能、废物
利用等方面，逐步形成白酒全产业集群。
　　目前，山西已遴选培育了定襄法兰、太谷玛钢等
10个省级特色专业镇和82个市级特色专业镇，构建
起了全面覆盖、梯次培育的特色专业镇发展格局。

“链”出发展新动能

　　去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山西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山西要
以加快集群化规模化为方向，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打造一批黄河流域先进制造业优势产业集群。
　　为此，山西启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围绕新能
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氢能等产业链，着力提升整
体竞争力。
　　在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制造基地内，一辆辆
甲醇重卡缓缓驶出组装车间。打通甲醇全产业链体
系，形成醇、运、站、车、捕的循环生态，延伸甲醇的应
用链条，晋中市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孝义市的煤化工园区，上百辆氢能重卡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无处可用”到“变废为宝”，
山西鹏飞集团用焦炉煤气制备氢气，同步布局氢能
制、储、运、加、用、研及氢能重卡、电堆等装备制造，
抢占“绿色能源”新市场。
　　“在壮大现有重点产业链基础上，下一步要加强
新型储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链培育，持续为
全省产业转型打造新的增长点。”山西省工信厅副厅
长尚阿浪说。    （新华社太原10月10日电）

　　“这边点点鼠标，试样就能自
动传过去，不会因为现场协调问题
影响进度了。我工作20多年，以前
想都想不到。”中铝集团东北轻合
金有限责任公司熔铸厂一名调度
员说。
　　公司副总工程师徐涛介绍，在
数字化转型助力下，去年公司营业
收入首次突破55亿元，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83.8%。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是我国工业化进程起
步较早的城市，制造业产业规模
大、门类齐全。
　　近年来，哈尔滨一大批传统企
业开足马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不断
迸发由制造向“智造”转变的新动
力。通过“拥抱”5G、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不断推动自身和行业“老
中生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哈
尔滨市打造“先进制造之都”实施
方案（2022-2026年）》明确提出，推
动研发设计数字化，鼓励建设智能
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
加大设备数智化改造力度。
　　在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叶片
分厂，今年3月1日上线运行的中
小叶片自动化加工示范单元内，一
片片叶片正在被全序全流程自动
化加工。
　　“在加工效率方面，示范单元
实现了多个工序优化和物流优化，
自动化连续加工也使得设备等待
时间大幅缩短。在质量提升方面，通过精准装夹定位、过程在机
测量、完工三坐标测量等多种检验手段的运用，使得产品一致性
大大提升。”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工艺部党总支书记柳康切实感
受到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的赋能。
　　近日，以“新动能、新机遇、新发展——— 东北振兴的企业家力
量”为主题的2023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
开。与会人士聚焦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领域建言献策，共商新
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路。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发展高峰
论坛上，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绍臣发布了哈尔滨市数
字经济投资潜力报告。
　　王绍臣介绍，哈尔滨市数字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数
字经济企业百花齐放的态势。截至2022年，哈尔滨市数字经济相
关高新技术企业840家，其中主营收入50亿级企业1家，10亿级企
业3家。2023年8月底，哈尔滨入选国家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城市试点。
　　作为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倚重创新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与
能源优势等，力争成为黑龙江省数字经济跨越发展核心区。截至
2022年，哈尔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
6.67%左右，数字技术领域累计转化科技成果611个。
　　人才偏少一直是困扰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发展
数字经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哈尔滨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在
细化落实国家、黑龙江省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大力提高技能领军
人才待遇水平，制定出台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具体措施，深化企
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着力打造一批高素质专业化技术人才队伍。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有关部门、重点企业成立“数字经
济产业联盟”，通过为数字龙江建设提供产学研用解决方案，推动
了区域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驶入快车道。
　　“哈尔滨在工业、文娱等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同时在科技方面
又有很好的高校人才支撑，将会有很好的增长空间。”上海任意门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陶明说。（新华社哈尔滨10月10日电）

逐绿补链气象新
——— 山西加快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

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梁晓飞

　　驱车行驶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海村街道上，
很难不被两旁各色黄酒广告牌吸引。数十家黄酒作
坊坐落在街道两旁，阵阵酒香弥漫在空气中。
　　“我家三代人都会酿黄酒，现在我家每年能生产
3万斤黄酒，年收入20多万元。”中秋前后正是酿黄酒
时节，三海村村民谭祥春一边忙着洗米蒸米，一边向
记者介绍自家的黄酒。谭祥春告诉记者，相较于之
前在外打工糊口的日子，在家乡凭借世代相传的手
艺吃饭更有幸福感。
　　“以前出门在外打工，总会担心家里的老人小
孩，现在在家就可以挣钱，而且比以前挣得更多。”几
年前，谭祥春听说村里发展黄酒产业，她决定回家酿
酒创业。如今，谭祥春家的“老虎醉”黄酒供不应求，

深受顾客喜爱。
　　房县黄酒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文化底蕴
深厚。近年来，房县立足黄酒资源发展产业，引导农
户加入黄酒专业合作社，建设黄酒民俗文化村，发展
乡村旅游，助力村民致富增收。在谭祥春家斜对面
不远的“谭学云黄酒坊”，71岁的三海村村民谭学云
正在酿酒间忙碌。谭学云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我十
几岁就会酿黄酒，但从来没想到黄酒还可以卖钱致
富。”谭学云说。2015年，在当地政策帮扶下，谭学云
购买了第一批设备，开起了黄酒作坊。
　　从最初的每年600斤到最高每年20000斤，谭学
云酿造的黄酒渐渐打开了销路，谭学云的腰包也鼓
了起来。2021年，谭学云家建起一栋两层高的小

洋楼。
　　走进谭学云家中，宽敞干净，只见一楼专门改成
了酿酒间，蒸米、晾酶、发酵等各环节都有单独的工
作区，各种设备一应俱全。
　　房县城关镇三海黄酒小镇建设指挥部成员吴学
焱介绍，目前村里成立了2个黄酒专业合作社，826户
村民中有427户黄酒专业户。
　　“以前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土房，村民酿酒也多是
为了自家喝，酿酒水平参差不齐。”吴学焱说，现在村
民生活条件好多了，县里的设备和技术扶持让村里
黄酒酿造工艺更加规范，三海村的黄酒也卖得更远。
　　近年来，房县设立了房县黄酒产业发展中心，派
遣技术骨干下乡指导小作坊规范生产，开展酿酒技
术培训，推动黄酒产业健康发展。如今，当地将以黄
酒为主的酿酒发酵产业纳入全县现代产业体系，开
发建设了土城黄酒村、三海黄酒小镇等项目，培育了
一批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截至目前，全县
有黄酒生产企业14家、黄酒作坊1.7万余户，年产量8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30亿元。
          （新华社武汉10月10日电）

  湖北房县：

黄酒酿出致富香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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