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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找矿主要是找增量，以及对

存量的呆矿、死矿选冶技术进行突破。”西
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矿权经营部副
部长张欧邦介绍，该公司将重点在磷、铝、
锰、锌、萤石、重晶石等矿种上加大勘察投
资，强化伴生锂矿、稀散金属等新兴战略性
矿产的综合找矿，持续挖掘贵州矿产资源
潜力。

此外，在深化“精确探矿”的基础上，贵
州强化“精准配矿”，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坚
持向优强企业配、用市场方式配、朝产业协
同配，不断提高配置的针对性、协同性、规
范性。

方法趋优：
把“储量优势”转化为“产量优势”

高空俯瞰，方圆 4.21平方公里、深 144
米、自上而下分层开采的矿坑，犹如一个螺
旋状的科幻空间，里面有上百台工程车有
序作业，无人机与智能系统协同“作
战”……

这是记者近日在贵州磷化集团穿岩洞
矿看到的场景，因宏大而特殊的造型，电影
《流浪地球1》曾在此取景。

穿岩洞矿位于贵州省瓮安县与福泉市
交界处，其露天开采资源储量为8795.22万
吨，设计年产量为 350万吨，是贵州磷化产
业重要的“精料粮仓”，也是中国目前产能
最大的现代化单体露天磷矿山。

“采矿不只是‘挖出来’那么简单，不能
浪费任何一块矿石。”矿长杨世希介绍，穿
岩洞矿聚焦精细开矿，把集约开采、综合开
采、绿色开采、安全开采的理念，贯穿到“穿
孔—爆破—铲装—运输—推排”全流程，基
本实现了“优矿用好、呆矿用活、劣矿用足”
和“尾矿用尽”。

杨世希算了一笔账，每年开采会产生
尾矿 250万吨左右，之前只能弃用堆存，1
吨库存成本为 28元。2023年采用新技术
后，尾矿实现了全利用，节省库存成本7000
万元左右。此外，通过分层精细开采，矿石
损失率低至1.39%，远远优于国家标准。

越是“家里有矿”，越要精打细算、细水
长流。贵州坚持把“精细开矿”作为推进“富
矿精开”的重要环节，以科学的开采方法和
先进的技术装备把矿产开采出来，最大限度
减少资源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实现了从‘吃精粮’（高品位矿）到吃
‘杂粮’（高低品位矿混合）的转变。”西南能
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投资部副部长周
剑飞告诉记者，在锰矿采选过程中，公司创
造性地提出了“两矿法”，有效提升了对呆
矿、死矿的利用率，以及对资源的转化加工
利用能力。

贵州省能源局煤炭处副处长杨毕介
绍，贵州省通过项目化、清单化实施煤矿新
建、技改、提升、整合、盘活、淘汰等“六个一

批”分类处置，全力提升煤矿单矿规模。与
此同时，优化煤矿采掘布局，提升综合机械
化、智能化采掘作业水平，不断提高煤炭产
能产量利用效率。2025年，贵州原煤产量
有望达到2亿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总
产值有望突破1000亿元。

路径升级：
把“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认识和发挥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遵循
经济规律推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江南缺煤，独富贵州”。保有资源储
量约800亿吨，储量大、煤种齐全、开采条件
总体较好的贵州，素有“江南煤海”之称。
但在享受煤炭资源红利的同时，贵州煤炭
产业也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产业结构单
一、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

“以前挖出来就直接卖出去了，现在可
以加工出焦炭、粗苯、炭黑、LNG、高纯氢、
合成氨等数十种副产品，真正实现了‘吃干
榨尽’，附加值大幅提升。”谈起区里的“贵
州美锦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六
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周胜利赞不
绝口。

“每一个副产品连着一个新行业，都有
机会就地配套一个下游企业。”在周胜利看
来，煤炭产业链条的延长将带来多重效应，
不仅能提高煤炭附加值，还能吸引下游配
套企业入驻，增加税收，拉动就业。

把一块煤“吃干榨尽”，是贵州推进“富
矿精开”战略中“精深用矿”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贵州聚焦“精深用矿”，推动产业链
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创新链向
前沿聚焦，把矿产资源价值“吃干榨尽”。

从上游电解铝生产，到中游铝材加工，
再到下游铝制品应用，铝产业链一环扣一
环……在“富矿精开”战略引领下，贵州水
城经开区实现了铝液 100％就地转化和铝
材 100％就地精深加工，涉铝企业从 2016
年 1家发展至 54家，成为贵州省电解铝产
能转化率最高、下游产业链最长的铝产业
集群。其也因此入选2023年全国100个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磷复肥产量稳定在 500万吨以上，供
应了国内四分之一以上的高品质磷肥，每
年出口 100万吨以上，连续 4年位居我国
化肥百强榜首位……已形成磷肥、净化磷
酸、多种磷酸盐产品，取得傲人成绩的贵
州磷化集团也在“富矿精开”战略引领下
勇闯新路——“磷资源+”共生耦合协同发
展产业链。

据了解，贵州磷化集团正大力推进磷
与煤化工、氯碱化工、农药、建材、涂料、铜
冶炼、钛冶炼等产业耦合融通。与煤化工
耦合，形成了合成氨、甲醇、二甲醚、甲酰胺
等 13种产品。与氯碱化工耦合，形成的氯
碱化工产业，可为贵州新能源电池电解质
及未来的有机硅产业提供重要支撑。

向新发力：
把“关键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资源是有限的，创新的空间是无限
的。“富矿精开”已成为贵州立足比较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

从原煤中洗选出的 10%左右的煤泥，
曾是贵州煤企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因热
值低、价值低，企业卖不出去只能找地方堆
起，“下雨淌黑水，刮风飘黑灰”，不仅增加
企业运营负担，还存在环保隐患。

经过10多年技术攻关、验证，贵州长能
天安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合作开发的
低热值煤全资源化循环综合利用技术，今
年在贵州省盘北经开区转化投产。长期被
当成“废物”的煤泥找到了新出路。

“煤泥不是‘废物’，而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公司总经理朱仁锋告诉记者，3吨煤
泥可出 1吨精煤和 2吨尾泥。3吨煤泥成
本不超过 900元，1吨精煤价格在 1700元
左右，2吨尾泥可用于建材制造，也可直接
用于填土。

“富矿精开”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
求，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大舞台，推动了
找矿、选冶、加工等环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贵州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永忠介绍，2023年，
集团聚焦煤电气化主业，完成研发投入
10.5亿元、同比增长 34%，5项成果获省部
级科学技术二等奖，3项成果获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参与起草行业标
准2个。

为进一步挖好“富矿”，贵州大学与贵
州省能源局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并与
甘肃省天水李子金矿有限公司共建“富矿
精开·战略找矿技术研究中心”，积极推广
矿石品质提升关键技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
安表示，贵州大学将基于贵州丰富的煤及
煤层气、磷、铝、锰、重晶石、页岩气等特色
资源，开展优势特色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研
究，聚焦“富矿精开”，重点开展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和重点基础研究突破。

2024年 10月，55辆“贵州造”新能源
客车分两批次经由中老铁路直抵万象，这
是贵州本土生产的新能源客车首次出口
老挝；11月，贵州与四川、重庆同步开启动
力型锂电池铁路安全运输试点全国首发；
未来，贵州生产的动力型锂电池有望通过
贵阳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
等地……

在“富矿精开”战略引领下，贵州能矿
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实，越走越远，
不断向世界、向未来延伸。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赵新兵 潘德
鑫 施钱贵）

立足“富矿”优势 坚持“精开”战略

（上接一版）
遵义好故事接连登

场，遵义好形象更加闪
亮。2024年，央级省级媒
体一大批重头报道、融媒
体产品接连推出，记录和
展现了遵义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坚实步伐，遵义
名片越擦越亮；“机遇中
国 多彩世界”国际交流周
活动覆盖海外受众超 2
亿人次，海外传播账号

“In Zunyi（在遵义）”影响
力不断增强。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做大做强正面宣传，不断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强大
活力。2024年，按照“做
优中心、做强集团”要求，
我市持续深化媒体融合改
革，进一步优化平台建设，
巩固市级媒体融合改革成
果。市、县两级媒体加快推
进融合发展。市新闻传媒
中心体制机制改革项目获
全省唯一入围全国广播电
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提名。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
遵义故事

遵义是红色基因薪火
相传的革命圣地。

2024年，我市按照中
央和省委关于纪念遵义会
议 90周年工作部署，认真
落实省级层面“开好纪念
大会和做实理论研究、抓
好展陈提升、推动电影拍
摄、做好宣传引导”主要安
排，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市
级层面理论研究、宣传教
育、群众文化、成就展示四
方面系列活动，为纪念遵
义会议 90周年营造了浓
厚热烈的氛围。

触摸融入血脉的红色
基因，镌刻彰显伟力的发
展巨变。

2024年3月，遵义“经
典歌曲人人唱”群众性文
艺活动在遵义纪念公园拉
开序幕，来自遵义之声合
唱团和遵义之声交响乐团
的 50余名队员，以饱满的
热情和激昂的歌声，讴歌
新时代、展现新风采。

“《长征组歌》大家已
经唱了几十年，都非常热
爱这些歌曲。为了纪念遵
义会议 90周年，我们一定
会把长征组歌、红色老歌
唱好。”对于遵义之声合唱
团和遵义之声交响乐团
50余名队员而言，这些歌
曲不仅代表了他们的青春
记忆，更代表了他们对幸
福生活的殷切向往。

2024年 8月 2日至 3
日，由中宣部《党建》杂志
社、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指导，贵州师
范大学、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的“遵义会议精神”理论研讨会在遵义
举行。来自北京、重庆等地的100余位
与会代表围绕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
时代价值开展研讨交流。

追寻永续相传的红色薪火，激昂而
今迈步的奋进之志。

2024年，“遵义会议 伟大转折——
纪念遵义会议 90周年专题展览‘行进
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联合巡展先后
走进广东珠海、贵州铜仁、国防大学联
合作战学院、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广
西大学。

“广西和贵州一衣带水、山水相
连。让师生在校园里沉浸式地了解这
段历史，深刻感悟长征精神、遵义会议
精神，非常有意义。”广西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达慧认
为，将遵义会议纪念馆“搬”到广西大
学，如同构建了一堂大思政课。

2024年12月22日至28日，17家中
央媒体、长征沿线 14个省份 29家主流
媒体，以及省内媒体 90余名记者开展

“新时代新征程央地媒体遵义行”主题
采访。他们深入遵义市 9 个县（市、
区），探访了遵义会议会址、苟坝会议会
址等35个重要点位，行程逾2000公里。

“在行进穿梭中倾听历史深处的回
响，深切感受伟大转折的艰辛和壮烈。”

“此次主题采访，既是作为一名记者的
业务锻炼之旅，也是赓续红色血脉感悟
赤诚初心之旅，更是触摸革命老区发展
脉动之旅。”

…………
一次次精神的洗礼，激励着参与采

访的新闻工作者精品迭出，全网登载相
关信息 3100余篇；纪念遵义会议 90周
年系列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2.2亿。

紧扣新媒体开路、传统媒体跟进，
新老滚动、上下联动、内外互动融媒体
传播手法，多面出击强质效、打好阐释
组合拳，把准时机抢时效、守好舆论制
高点，遵义交出了合格答卷。

弘扬主流价值，凝聚精神力量

2024年，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积极开展爱国主义
和理想信念教育，持续推动
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在黔北大
地不断汇聚，润物无声，成
风化人——

红色文化沉浸式演出
剧目《伟大转折》持续热映，
以“小华佗”为主线的红色
故事展现了“长征”的波澜
壮阔，累计演出800余场、观
影 28万余人次；“行走的思
政课——四渡赤水出奇兵”
红色文化进校园宣讲，覆盖
师生 2.6万人；305场次“经
典歌曲人人唱”活动，42万
余人参与，嘹亮歌声唱响名
城各地；红色研学大活动吸
引 36.8万余名学生参与，沉
浸式了解遵义故事，传承红
色文化。

“赤水市新时代茶馆嗑
子匠”“习水——四季如歌”
被列为全省重点交流文明实
践项目；湄潭县“茶话湄江”、
凤冈县“民声总台”等“一区
一品牌、一县一特色”亮点纷
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
面，新风正气更加充沛。

树典型，强宣传，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持续深化。

2024年，全市 6人入选
“中国好人”候选人、3人入选
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开展“缅怀革命英
烈 传承红色基因”“稻田七
夕·旺见美好”“舞动新时
代 共筑文明城”等各类文明
实践活动7800余场，文明创
建氛围愈加浓厚。

一件件作品，一次次活
动，一项项举措，激发的是
群众心底最深层、最持久的
爱国情感，人民群众文化获
得感进一步增强，主旋律更
加昂扬。

深耕文化沃土，厚植文化
自信

在遵义这片广袤的土
地上，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交相
辉映，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以文化凝聚人心，增进
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多姿多彩。

方圆不到十里的沙滩，
清代乾隆以后的 100 余年
间，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
为代表，人才辈出，著述丰
富，饱含人文精神内涵，至
今熠熠生辉。

文化展示季、游园寻诗
会、“九九重阳晒诗会”、“沙
滩文化”发展座谈会……遵

义不断探索“沙滩文化”资源保护传承
与开发利用的新路，“求是求诚 锄经兴
邦”的文化内涵不断得到升华提炼，先
贤的才情学识、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徐
徐呈现。

文化底蕴厚重的遵义，围绕丰富的
文化资源，不断加强文艺精品创作生
产，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载体讴歌
人民、抒写时代；正安娜塔莎乐器制造
有限公司荣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0个文艺作品获贵州省2023年度文艺
精品奖励，《沙滩探谜》《马背摇篮》获贵
州省第十四届“杜鹃书荟”曲艺大赛二
等奖……一大批精品力作涌现，黔北文
化创新转化，硕果累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发
展实践探索不断创新，发展相得益彰。

2024年7月1日，大型杂技秀《绮境》
在遵义市汇川艺术中心精彩首演，共计
演出115场，接待观众近7万人次，实现
收入275万元，演出票房实现新突破。

竹海、傩戏、瀑布，民族文化、酱酒
文化……杂技秀结合现代舞台科技，将
杂技的惊、险、奇与贵州山水的美、灵、
韵巧妙融合，成为遵义打造文旅融合精
品的又一生动实践。

“遵义 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
圈、播州·乌江寨休闲度假生态圈、中国
茶海康养旅居生态圈、务川·仡佬之源
民俗康养旅居生态圈，绥阳稻田音乐
节、桐梓村晚、正安吉他音乐节、新蒲演
唱会、余庆“贵州斗舞会”、务川“村光大
道”，以打造一流旅游城市为目标，遵义
各地积极构建四季各异的文旅融合场
景体系。

2024年，全市 20个生态圈新增业
态近 2000个，推出场景 1600余场次。
遵义全年接待游客1.27亿人次、旅游总
花费1488亿元，同比上一年均有增长。

扬帆奋进新时代，昂首阔步新征程。
华章日新。迈步 2025年，遵义市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以更加昂扬奋
进的身姿、坚定稳健的步伐，在习近平
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满怀豪情开创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遵义实践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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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石影 王鸿 闫秋
雷）2月 14日，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政法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李睿对政法工作的批示精神
和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分析
形势，研究部署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政法工作。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淞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卢飏
主持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兴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政法战线忠
诚履职、担当作为，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促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政法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
作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化政法改革，系统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着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和
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遵义、法治遵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遵义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要求，全市政法机关务必保持清

醒认识，坚定不移把牢政法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社会稳
定责任制，着力研究解决好制约政法工作
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扎实抓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稳
定”专项治理、未成年人保护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护苗行动”、“四治三巡三干预”专项
行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政法领域
改革六项重点工作，着力锻造过硬政法铁
军，全力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

强化实干担当 勇于攻坚克难

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俞晖 陈义鹏 实
习生 陈秋洁）2月 14日，以“春风送岗促
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为主题的遵义市
2025年“春风行动暨东西部劳务协作”大型
现场招聘会在红花岗区纪念广场举行。此
次招聘会吸引了省内外 422家用人单位参
与，共提供岗位 21000个，为求职者搭建了
广阔的就业平台，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
空间。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遵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
遵义工作组、遵义市总工会、遵义市工商
业联合会、遵义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红花
岗区人民政府主办，红花岗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汇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新蒲新区社会事业局、播州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为了让更多求职
者能够参与其中，在举办线下招聘会的同
时，还通过“遵义市人力资源市场”“红花
岗区人力资源市场”微信视频号进行线上
直播。

当天上午 9点半，招聘会现场人头攒
动。求职者中既有刚踏出高校校门的应届
毕业生，也有经验丰富的行业老手。从招
聘会企业检索图来看，用人单位覆盖了技
术、管理、市场、财务、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网络电商销售、装饰工程等多个领
域。除了省内企业外，还有来自广东、江
苏、福建等地的 46家企业，这些省外企业
提供了5700个就业岗位。

招聘会现场，各个企业招聘摊位前挤
满了前来咨询和应聘的求职者。在Ai数智
就业专区，求职者还能通过现场智能设备
刷脸求职，在屏幕上挑选感兴趣的用人单
位进行线上了解与交流。

此外，招聘会现场专门设立了就业创
业政策咨询处、职业技能（创业）培训报名
处、创业专家指导服务处、劳动法规维权和
社会保险咨询处等服务区。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现场共吸引了 1.7
万余人前来应聘，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600
余人次。线上招聘平台直播“带岗”期间，
有 81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000余个，2.1
万人次参与。

遵义市2025年“春风行动暨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举行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