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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汇慧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

稀土就是工业的“维生素”。

稀土是一组金属的简称，包含化学

元素周期表中镧、铈、镨等 17 种元素，

由于其优良的光电磁等特性，它能让军

事武器有着更高的抗冲击能力，能把钢

铁的延展性提高 50%，能使汽车、机械

产品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能增强植物

和动物的生命活力，等等。如今，全世界

范围每 6 项新发明中，就有 1 项与稀土

有关，稀土日渐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

的战略资源。

世界稀土看中国， 中国稀土看包

头。

中国是世界第一稀土储量大国和

第一生产大国，其中内蒙古包头拥有全

国 83.7%、全球 37.8%的储量，包头的

白云鄂博矿山是全球储量最大的稀土

矿山。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白云鄂博铁

矿中含有稀土元素矿物，1959 年包头

钢铁集团生产出第一炉稀土硅铁合

金，1961 年中央从科研院所抽调科

技人员支援包头，1992 年我国第一个

以稀土命名的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在

包头建立。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

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明确要将包

头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基

地和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

从发现稀土，研究稀土，到应用稀

土，再到重塑稀土产业版图，每一次新

突破，都在向世人证明包头稀土产业厚

积薄发、集聚成势，让世界刮目相看。

如今，包头已经形成从稀土原矿开

采、选冶分离到功能材料、终端应用的

完整产业体系。 全国综合实力前 10 强

磁材企业中有 7 家落户包头，8 家稀土

企业进入拟上市企业梯队，冶炼分离产

品就地转化率提高至 88%，永磁材料产

能全国第二，储氢、抛光、合金材料产能

全国第一。

2024 年， 包头以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和坚定的发展信心，全力推动稀土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包头稀土产

业增加值增速达 32.6%，保持迅猛发展

态势。预计包头今年稀土产业产值将突

破 1000 亿元，这座“世界稀土之都”，

正在由“世界级储量”向“世界级产业”

迈进。

直言

《月夜忆舍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在安史之乱后期写的一首五言律诗。全

诗共 8 句。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翻译成白话文，应该是：因为战乱，

驻防戍楼上的更鼓声隔断了人们的往

来，边塞的秋天里，天空一只离群的孤

雁，低飞哀鸣。 从今夜就进入了白露节

气，月亮啊，还是故乡的更明亮一些。此

时，兄弟们都分散在各地，因为没有家

庭地址，无法探问他们的生死。 寄往洛

阳城的家书， 因战乱经常难以送达，更

何况此时战乱频繁， 还没有停止的迹

象。

这首诗比较通俗，也能更好地读懂

其字面的意思。该诗是作者在秦州逃避

战乱时所写。诗的表面意思是杜甫看到

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边疆地区

民不聊生，蓦然想起兄弟们在战乱中无

家可归的困境，感慨万端，信笔而成。

秦州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正是

安史之乱发生的中间地带。战争还未结

束，兄弟几个分散在叛军混乱的几个州

县中，音讯不通，离乱中兄弟之情思念

更甚。 秋天又是萧瑟秋风、寒月凄凉

的景象， 此时此刻， 处在战乱的诗

人，哪能无动于衷。 于是，他把边塞

秋天的景象描绘了一番，以所见所闻抒

发了思乡之情、思念亲人之情。所见，路

断行人；所闻，戍鼓夜行。千头万绪从笔

底流出。

在古典诗词中，思亲怀友是很常见

的题材。然而，触景生情之际，却表达了

既怀家愁，又忧国难；既凄楚哀感，又向

往平安的爱国情怀，还是难能可贵的。

从诗词的艺术性来讲，值得我们学

习借鉴的地方就更加鲜明了。 且不说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已成千

古绝唱， 也不说作者感物伤怀思念

之情的生动表达， 就是诗的情感浓

郁之深刻，含蓄蕴藉之深情，通俗易

懂之表达， 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赏析的。 我们弘扬北疆文化，同样也包

含着向中国古典文学学习技艺的内容。

只有从思想上、艺术上融合长进，才能

使我们在学习、传承中，更加深刻地理

解弘扬北疆文化的现实意义，增强我们

对北疆文化相关知识的熟练把握。

（上接 1版）

近年来， 内蒙古加快推进技术先

进、管理先进、引领性强的智能化示范

煤矿建设，先后印发了《自治区推进煤

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自

治区煤矿智能化建设评估和验收办法

（试行）》《自治区煤矿智能化建设基本

要求和评分方法（试行）》等文件，加速

推进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促进煤炭产

业转型升级。今年 7 月，《关于进一步加

快煤矿智能化建设 促进自治区煤炭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进一

步明确了煤矿智能化建设范围、完成时

限、 建设重点以及提档升级目标。

在系列政策引导下，全区煤矿智能化建

设全面提档加速，涌现出了一批技术领

先、安全可靠、可复制的智能化建设先

进典型。

龙王沟煤矿加快推进煤炭资源开

发利用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创

新发展，先后建成了智能综放、智能掘

进等 10 大类 98 个智能化子系统，主要

机电硐室实现无人值守，主要生产经营

环节实现减人提效，主要危重作业实现

机器替代， 矿井劳动定员减少 56%，产

能增加 50%，是全国首批 47 处智能化

中级示范煤矿之一。

2020 年起，上湾煤矿累计投入 1.8

亿元资金，围绕“5110”智能矿井建设目

标开展智能化建设，如今，上湾煤矿 30

项创新成果成为行业标准，综采、掘进、

移动巡检、机器人等 11 大类 200 个智

能化项目得到应用，年均开机率达 98%

以上。

锡林郭勒盟自 2021 年起， 以“减

人、提效、增安”为目标，对标国内先进

标杆，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煤矿智能化

建设。全盟已列入自治区智能化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的 17 家煤矿累计实施智能

化项目 440 个、 总投资 26.21 亿元，且

全部实现 5G 覆盖，基本实现“一张网、

一朵云、一平台”，排水、供电、选煤、运

销等十大场景实现无人值守应用。 其

中，胜利西一矿无人驾驶矿卡项目在业

内率先实现生产状态下“安全员下车”；

白音华四号井工矿通过“一键启动、鼠

标采煤”，单班作业人数由 25 人减少至

10 人，实现了“少人则安、减人提效”。

目前，全区已建设智能化煤矿 174

处，占在产煤矿数的 56%；智能化煤矿

产能 10.24 亿吨，占全区在产煤矿产能

的 84%，占全国智能化产能的 44%，实

现了煤矿智能化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的重大转变，智能化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全区正在运行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达 255 个、占比约 50%，推广应用无人

驾驶矿卡 344 台。 智能化建设改造后，

累计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6000 余人，减

人比例近 20%；采掘工作面井下作业人

数由 20 人左右减少至 10 人以下，最低

达到 3—5 人。

“准能黑岱沟、大唐龙王沟等 9 处

煤矿通过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验

收，全区 20 项案例入选《全国煤矿智能

化建设典型案例汇编（2023 年）》，涵盖

了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掘进、智能采煤、

智能露天、智能运输、智能防灾、智能洗

选全部 7 个方向， 涉及智能综采系统、

特厚煤层智能高效开采、5G+ 无人驾

驶、灾害综合预警监控系统、选煤厂智

能决策等领域。这些智能化示范煤矿的

建设，为推动煤炭行业技术进步、装备

提升、管理创新、效益改善树立了标杆、

提供了借鉴。 ”自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区将进

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进度，严格按

照确定的建设批次、 建设时限开展建

设，新建煤矿原则上按照智能化标准设

计建设，智能化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生产煤矿要按 3 年行

动方案等要求加快智能化改造， 确保

2025 年底前符合条件的生产煤矿全部

完成智能化建设。 （康丽娜）

（上接 1版）

鹿鸣处，铁流奔涌；穹庐下，钢花飞

溅。

70 年笃行实干，70 年砥砺奋斗。

包钢以改革创新为引擎，从“一炉

铁”到“百种钢”，从“点土成金”到“稀引

未来”，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辉煌成就，来之不易。 其背后凝聚

的是“齐心协力建包钢”的红色资源以

及“包钢人”接续奋斗的时代价值。

先后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包头工匠”“转炉炼钢工首席技能大

师”等称号的“钢三代”孙承碧感触

颇深：“我们一家三代人有幸经历包

钢从‘一炉铁’到‘百种钢’，从‘建包钢’

到‘强包钢’的转变，是无比荣耀的事，

但同时也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

了”。

在这些接续奋斗者中，有为了创新

实验几个星期不回家，因常年接触酸碱

试剂手上找不到毛孔的包头市五一劳

动奖章、 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工匠、

稀土科学技术奖等众多荣誉集一身的

徐占宇。

他说，“所有的荣誉都属于过去，但

会激励着我一直向前。未来我想为企业

和稀土产业发展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让国之重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打

造下更加熠熠生辉。 ”

在这些接续奋斗者中，有培养出包

揽自治区级高炉炉前工职业技能竞赛

前两名，其“经验”成为“包钢标准”，被

工友们称之为“孔大师”的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孔德礼。

他说，“新时代，我认为工作就是责

任和担当， 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

让我的高炉越来越好， 让包钢越来越

好，让我的国家越来越好”。

如今， 全球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

2/3 的钢轨来自包钢；国家“西气东输”

工程、各大油田以及钢结构领域，包钢

的无缝钢管占据一席之地；“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神舟”号系列飞船、“中国探

月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都有包钢产

品的身影。

如今，包钢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稀

土工业基地，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板材

生产基地、品种规格最为齐全的无缝管

生产基地，世界装备水平最高、能力最

大的高速轨生产基地。

顽石与炉火的碰撞，是 70 年“包钢

人”钢铁意志的锻铸；热情与技艺的升

级，是 70 年“包钢人”与共和国的血脉

紧紧相连。

在缺钢少铁的时代，钢铁梦就是老

一辈“包钢人”的强国梦；在新时代，不

断突破科技桎梏就是这一代“包钢人”

的强国梦。

“包钢”70 年建设者，用时代赋予

的责任，在发展中彰显“齐心协力建包

钢”的担当。

正由“世界级储量”向“世界级产业”迈进

世界稀土之都：

奋力抢占“智”高点

内蒙古煤矿智能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月夜忆舍弟》：难以割舍的故乡情

古诗中的北疆文化⑤

钢铁梦 强国梦

10 月 12 日，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前西艾力村万亩数智农场项

目区玉米地里， 几台大型收割机正在进行籽粒直收作业。 进入 10 月份以

来，通辽市 1981.33 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通辽市近万台谷物联合收割

机助力秋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鲍庆胜 李佳雨）

通辽 1981万亩玉米收获忙

金秋时节，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德岭山镇大圣村辣椒种植基地，一串

串个头饱满、 颜色红润的辣椒挂满枝

头，村民刘福忠正忙着采摘。

“我们种辣椒已经两年了， 今年种

了 3500 多亩的辣椒 ， 亩产干辣椒

700—1000 斤， 亩收入 5000—6000

元。 ”刘福忠说。

辣椒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育

苗、栽种、采收各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

力， 这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岗

位， 让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得以灵活就

业，既实现了创收，又能照顾家庭。

“每到采摘季，就需要大量的用工，

每人每天 200 元左右， 务工周期 20—

25 天。 ”刘福忠介绍。

火红辣椒映丰收， 点燃乡村振兴

路。 近年来，德岭山镇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通过示范带动，发展辣椒种

植业，做足“辣”文章，加快农业产业提

档升级， 让辣椒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我们辣椒园区引进了 15 个新品

种进行试种，希望带动村里的农民跟我

们一起种植辣椒，让大家增收致富。 ”刘

福忠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发展，辣椒

种植已经从最简单的辣椒种植，发展到

引进辣椒精深加工企业，种植辣椒的条

件越来越便利。

近年来， 该镇全面聚焦“加工”和

“品牌”，规划构建“一园、一城、两基地、

N 选厂” 空间布局，即德岭山辣椒精深

加工产业园、北方辣椒城、德岭山辣椒

制种育苗基地和辣椒种植基地、德岭山

镇村、组辣椒初选加工厂，从种质建库、

种苗繁育、田间植保、采耕机械、仓储转

运等十大环节进行体系化、精准化规划

布局，全面提升德岭山镇辣椒的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 为进一步

增加辣椒产业附加值，今年，该镇全力

打造辣椒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以

政策资金 + 企业投资的方式引进北大

荒农业服务（宁夏）发展公司、巴彦淖尔

市久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辣椒精

深加工产业园。项目计划新建标准化加

工车间 5 座，引进辣椒精加工、深加工

企业 3—5 家， 建成后预计可年生产加

工 40 万亩辣椒原料，年产糟辣椒 5400

吨、泡椒 8800 吨、剁椒 11200 吨、辣椒

面 6000 吨、油辣椒面 6000 吨。

“接下来， 我们将在辣椒特色产业

全产业链条上进行‘深耕细作’，构建从

‘一粒种子’到‘一片火红’的标准化生

产、科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

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德岭山镇副镇长

吕凯瑞信心满满地说。 今年，该镇辣椒

种植面积在去年 2.26 万亩基础上，扩

种 7400 亩，达到 3 万亩，明年预计种

植面积将达 7 万亩。

为发展好辣椒种植产业，乌拉特中

旗持续加强科技服务支撑，大力开展与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合作，推进辣椒

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并通过创办示范

点，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服务指导，推广

辣椒绿色高产栽培、 辣椒轻简化栽培、

绿色加工技术等，提升辣椒标准化生产

水平。 同时，不断推进产业社会化服务

发展， 培育辣椒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社会化服务。实现群

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同时， 不断将

“小辣椒”做成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薛来 薄金凤）

小辣椒“链”出乡村振兴大产业

吃进去的是“工业垃圾”，吐出来的

是“真金白银”。在全国重要能源输出地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随着科技创新成

果的转化落地，伴着煤炭而生的煤基固

废正在加速蝶变。

金秋时节，在位于准格尔经济开发

区的内蒙古汇能硅铝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20 万吨 / 年煤矸石粉煤灰固废资

源化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施工现场，吊塔

林立、 车辆穿梭，300 多名建设者奋战

在一线，全力抢进度、赶工期，推动项目

如期建成投产。“这个项目主要是依托

准格尔煤田产出的煤矸石、高铝粉煤灰

等煤基固废，采用我们自主研发的先进

工艺生产硅铝新材料。目前正在进行厂

前区建设， 计划 2025 年 8 月份建成投

产。 ”内蒙古汇能硅铝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总监李明表示。

准格尔旗是全国产煤大县，已探明

煤炭储量 582 亿吨，年产煤炭约 3.5 亿

吨，同时伴生的煤矸石、粉煤灰每年可

达 4000 万吨—5000 万吨，让这些“废

弃” 资源得到循环再利用已是当务之

急。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组织研发团队， 攻克重重技术难关，最

终研发出以高铝煤矸石（粉煤灰）为原

料生产硅铝新材料的先进工艺。“准格

尔旗产生的煤矸石和粉煤灰含铝量比

较高，富铝矿大概能到 40%。 我们充分

利用这一优势，在技术上突破了传统的

‘高铝粉煤灰—氧化铝—电解铝’路径，

进一步缩短了工艺流程，降低了生产成

本，让放错地方的煤基固废实现了资源

化再利用。 ”李明说。

在完成了实验室小试、中试及关键

工艺的工业化中试、全流程工业化中试

等关键流程后，今年春季，汇能煤电集

团有限公司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准格

尔产业园正式启动试验示范项目建设。

项目总投资 10.37 亿元， 总占地面积

320 亩，建设年产 7 万吨铸造铝硅及

脱氧剂生产线， 主要生产铸造硅铝

合金、 高铝脱氧剂、 橡塑填料等产

品。 全部达产后，预计年处理煤基固

废 20 万吨， 年实现营业收入 9.72 亿

元，上缴税费 1.5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500 余个。“这个项目是我们整体项目

的试验场，待试验成功后，我们将启动

项目二期工程，配套新能源、电解铝、再

生铝项目， 形成 200 万吨 / 年铝合金

‘源网荷储’‘煤基固废综合利用’ 产业

园。 ”李明说。

多年来， 准格尔旗通过引项目、育

产业、搭平台多方发力，将“百无一用”

的煤基固废变为“金疙瘩”。 截至目前，

已集聚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重点项目

24 个， 落地产出各类无机非金属新材

料产品 12 种，初步形成“产—学—研”

为一体的特色鲜明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产业体系。 在产业项目的推动下，越来

越多的科技成果正加速走出实验室，化

资源优势为产业强势，为绿色高质量发

展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

（王丽曼）

准格尔旗：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