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不断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

“科技兴蒙”行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版推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每

期报道一家企业，记录科技创新助推企业产业转型发展
历程，见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展现我
市科技创新型企业风采。

——编者

初 夏 时 节 ，
我市设施农业迎
来新一轮特色农
产品上市，农区游
逐渐升温。图为5
月21日，海勃湾区
千里山镇团结新
村种植户为游客
采摘蟠桃。

（路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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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云集，比拼技能。5月 17
日，2023年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在市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工程测
量、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综合技术等
11个专业的41项赛项同时鸣锣开赛，
来自市职业技术学校、市第六中学的
961人次参赛，展开激烈角逐，共飨技
能盛宴。

“哒哒哒哒……”在数字影音后期
制作技术赛场，敲击键盘的声音此起
彼伏，几十名参赛选手紧盯电脑屏幕，
忙着剪辑视频素材、运用视频转场特
效，一个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影视作
品逐步成型。

“刷刷刷刷……”在会计电算化赛
场，限时点钞比赛正在进行。抓把、点
数、扎把、盖章，只见参赛选手手握一
叠百元面额练功券，点钞流程一气呵
成，行云流水。

“叮叮当当……”汽车运用与维修
（定期维护和车轮定位）赛场，3组参赛
选手同步开展技能比拼。检测轮胎胎
压、检查驻车制动器及档位位置、检查
发动机及动力总成油液、线路情况

……基本功的考验、速度的比拼，让参
赛选手脚下生风，眼疾手快，比赛进入
白热化阶段。

仪态端庄、服装整洁，测量体温、
脉搏、呼吸和血压，使用礼貌用语和患
者沟通……在护理技能赛场，参赛选
手身穿白大褂，一丝不苟地护理“病
患”，用专业的职业素养、优秀的评判
性思维能力，展示了出色的临床护理
基本技能与操作水平。

技能大赛考验的不仅是个人技能
水平，更是对团队协作能力的检验。
数控综合技术项目就是如此。参赛选
手两两组队，一名参赛选手按照任务
书要求，使用CAD软件绘制、打印零
件图纸；另一名参赛选手熟练操控数
控机床控制台，完成组合赛件的加
工。两人不时地交流沟通，调整设计
方案，力求精准地完成组合赛件的加
工、装配和调试。

赛场既是技术的比拼，也是艺术
的交流。在陶艺赛场，静谧祥和的氛
围中，参赛选手们静心创作。一块块
陶泥经过搓、揉、捏、拍、雕刻等娴熟的

手法，被制作成活灵活现、形态各异的
陶泥作品，展现出陶艺创作的独特魅
力。不少参赛选手的脸颊、衣服都沾
上了陶泥，但他们个个神情愉悦，专注
创作。

人气最高的比赛项目当属中餐烹
饪冷盘雕刻赛场。在参赛选手的精雕
细琢下，一根根平平无奇的萝卜变成
盛开的牡丹花、洁白的和平鸽，不仅给
菜肴带来了装饰美，也为烹饪艺术增
加了灵性。

版画赛场，一刀一刻绘世界，一版
一印话传承；工程测量赛场，毫厘之间
精益求精；硬笔书法赛场，一笔一画写
乾坤……41项赛项，每个赛场都演绎
着竞技的精彩。

市第六中学学生曹嘉文参加了
WPS与Office海报设计比赛，出色完
成了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海报设计任
务。“参加这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让我受益匪浅，大家同台竞技，切磋技
能，收获了比赛经验，也收获了友谊。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提高技能水
平。”曹嘉文说。

市职业技术学校2022届护理 2
班学生刘永昊参加护理技能比赛后，
感触良多。“赛场是检验专业技术水平
的大舞台。通过参加比赛，我看到了
优秀选手的优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
不足之处。我将以赛促学，提升自己
的专业水平。”刘永昊说。

5月14日至5月20日是2023年
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我市举办职业
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中等职业学校
技能大赛是系列活动之一。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紧贴自治区以及我市产业转型、高质
量发展需要，致力于培养多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逐步建
立起中职、专科有机衔接，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适应市
场需求、结构较为合理、特色比较鲜明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发
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
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
为。

（路静）

技能人才赛场竞技展现职业教育风采
——2023年我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侧记

军用重型运输车翻转支架总成、
海上风电用轮毂、轮式装甲车发动机
前支架、99A坦克发动机后托架、复兴
号高速列车转向架轴箱……在内蒙古
赛思普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成果展厅陈
列柜内，20余种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
产品赫然在列。它们有着一个共同
点：其原材料都是“如意”牌高纯生铁。

“如意铁”的造型和名称独一无
二，是工业高纯生铁，含铁量高达
99.9%。高纯生铁是高端装备制造的
基础材料，高铁、核电、风电铸件、蒸汽
轮机和各种抗低温冲击铸件及球墨铸
铁等产品的深加工都需要“如意铁”为
原材料。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可以根
据客户实际需求，在“如意铁”生产过
程中添加不同成分，量身定制客户想
要的原材料，包客户“如意”。

一块黑黝黝的“如意铁”其貌不
扬，却蕴含着满满的“高科技”。挂满
展厅专利墙的数十张授权专利证书见
证着“如意铁”从研发到诞生的全过
程，讲述着“如意铁”诞生背后的研发
故事。

2019年，内蒙古赛思普科技有限
公司落户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
勃湾产业园，建设自治区工业转型标
志性工程——年产30万吨氢基熔融
还原法高纯铸造生铁项目。

该公司第一时间组建科研团队，
开展钢铁行业低碳降碳技术、循环经
济的研发和推广工作。2021年5月，
历时600多个日夜，氢基熔融还原法
高纯铸造生铁生产线正式产出高纯铸
造生铁水，这标志着世界首创的氢基
熔融还原冶炼技术在我市成功落地转

化。科研团队联名为这款产品起名
“如意铁”。

碳排放减少30%以上，二氧化硫
排放减少38%，氮氧化合物减少48%，
颗粒物减少89%……“如意铁”一经问
世，便成为钢铁行业降碳减排“先锋”
产品，凭借高品质深受市场青睐。

该公司在短短几年内便取得重大
科研技术攻关成果，和其重视知识产
权工作有很大关系。早在成立之初，
公司便提前谋篇布局，把知识产权工
作摆在了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够赢得市
场的青睐。确实如此，2019年至今，
该企业已经申报国家专利近百项，授
权60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0
余项。

截至今年5月，“如意铁”已经投

产2年了。该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
效，创造了班产、日产、周产、月产生产
纪录。科研团队立足自主创新，不断
进行技术研发，先后有18台首台套设
备实现了国产化，大大提高了国有设
备的自给率。

每年按照销售收入不少于3%提
取递增研发经费，持续加大研发费用
的投入；持续推动铸铁机铁水收得率
攻关和自治区科技厅“揭榜挂帅”项目
实施；联合北京科技大学成立全氢冶
金工作组；“乌海市氢冶金研究孵化中
心”入选我市第一批“异地孵化、乌海
转化”项目；联合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
院、内蒙古科技大学以及北京科技大
学积极申报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千
锤百炼铸就的“如意铁”正在吸收更多
科技创新成果，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科 技 铸 就“ 如 意 铁 ”
本报记者 路静

体验农耕乐趣

近日，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小学“农耕节”
启动仪式在麦步研学农场举办。图为活动现场，学生栽种蔬菜苗，体验农耕乐
趣。 （张楚研 摄）

近日，海勃湾区滨河街道中河源社区积极整合闲置土地资源，计划将其改造
成便民市场，打造农产品销售集散地，为涉农社区聚人气、增活力。图为5月21
日，施工队伍正加紧施工。 （路静 摄）

闲置土地变身便民市场

乌海中联化工有限公司持续研究新工艺、新设备，努力提升自动化、智能
化、数字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保障安全稳定生产。图为近日，
该公司发明的电石锅远程拉运操作系统正式上线，出炉工坐在明亮的中控室内
便能实现电石锅液位远程监控和自动化作业。 （路静 摄）

提升自动化水平

农文旅商融合
助推乡村振兴

沿黄河公路近距离观赏沿途美
丽乡村景色；在马拉松赛道上尽情奔
跑，逐梦前行；徜徉在向日葵花和滚
滚麦浪中，共享田园绿色；润森教育
基地内开展拓展训练，发扬团队精
神；温室大棚体验桃园采摘、冷棚内
探索网纹蜜瓜“生长密码”、蒙古包内
饕餮时令美味……这里是素有乌海

“北大门”之称的海勃湾区千里山镇
巴音乌素村。这里，110国道、沿黄公
路穿村而过，包兰铁路、黄河乌海段
一东一西围村而行，村内道路四通八
达，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每逢节假日，巴音乌素村村集体
经济之一的市康然生态种养专业合
作社便热闹起来，顾客盈门。

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蟠桃、油
桃挂满枝头，吸引着众多游客采摘尝
鲜。绿意盎然的葡萄架上，葡萄正在
抽穗，长势喜人。

大棚内体验采摘乐趣，蒙古包里
已经飘出农家菜的鲜香。几名农区
居民正在后厨忙碌，为游客们备餐。
大大的铁锅里，农家猪肉烩酸菜香味
儿正浓，量大实惠的猪肘子、酱牛肉
已经摆盘，田园大丰收汇聚当季出产

的新鲜食材。蒙古包内其乐融融，户
外烧烤区域也颇具人气，游客亲自上
阵自助烤串，烟火气息浓郁。

除此之外，带孩子的游客还可以
体验蹦蹦云、网红秋千、七彩滑道、旋
转木马、沙丘堆等休闲娱乐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巴音乌
素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地
理条件优势，鼓励农区居民把耕地流
转给企业，成功引进内蒙古金伯利农
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网纹蜜瓜示范
农场项目。与此同时，多措并举发展
村集体经济，逐步打造集绿色农副产
品、旅游观光、果蔬采摘、温室采摘、
农家乐于一体的乡村特色旅游，带动
农区居民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巴音
乌素村成功发展市康然生态种养专
业合作社、润森教育基地、人工湖等4
个村集体经济项目，年收入17余万元。

成立农耕文化体验园、成立大白
菜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年产1万
吨饲料工厂……今年，巴音乌素村积
极走农文旅商融合发展之路，努力打
造乡村旅游示范村。 （路静）

巴音乌素村：

乌海“北大门”游玩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