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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舒怡）10月 23
日，参加 2024 中国（乌海）第三届
BDO及可降解材料产业发展大会的
嘉宾们深入我市产业园区，开启了一
场对我市相关企业发展情况的深度探
寻之旅。

此次大会汇聚了全国政企学界精
英、科研院所专家以及BDO行业头部
企业代表。他们齐聚乌海，共谋发展、
共享合作，旨在全力推动BDO及可降
解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而乌海也目
标明确，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打
造全球最大BDO一体化生产基地，为
产业发展贡献乌海力量。

在本次参观考察中，嘉宾们实地

走访了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三维新材料有限公司、乌海市广
锦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示范项
目。这些项目是乌海BDO产业发展
的生动写照，让嘉宾们零距离感受到
了我市发展BDO及可降解材料产业
的强劲动力。通过实地走访，更加直
观地展现了我市BDO产业的发展现
状，也让与会嘉宾更加深入了解了我
市BDO产业的发展前景。嘉宾们纷
纷表示，乌海在BDO及可降解材料产
业领域大步向前，相信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持续
书写产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本报讯（记者黄建飞 通讯员白
雪梅）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
标准要求，统筹谋划部署、精心组织推
动，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乌海实
践”，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乌海。

答好“政治卷”。我市坚持高位谋
划、统筹部署，定期组织召开会议听取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客观分析不
足、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工作落实。将
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
体系，作为考实评准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实现市、区、镇
（街道）三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全覆
盖，推动“考评、述法、督察”三位一体
协同发展。

答好“民生卷”。我市深度挖掘
法治文化，做精以“法入寻常百姓家”
为圆心、以“普法早市”“普法大排
档”等为半径的“普法品牌联盟”。做
实公共法律服务精准供给，全力打造

“一刻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切实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细法
律援助“点援制”工作品牌，编印法律
援助名师录，全面推行“法律援助+
普法宣传”“援调对接”“市域通办”
等便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
的法律援助服务。

答好“系统卷”。我市注重区域联
动，市司法局与石嘴山市司法局签署
加强区域司法行政协作优化法治环境
合作协议，推动区域法治建设和司法

行政工作双融互促。抓好重点领域执
法，聚焦行业领域顽瘴痼疾，深入排查
突出问题，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
整改标准、整改时限，确保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抓实专项督察，将行政处罚
事项“四张清单”纳入行政裁量权管
理，进一步加大“四张清单”柔性执法
监督落实力度。

答好“规范卷”。我市扎实做好立
法工作，围绕城乡建设和管理、生态文
明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选聘专业人
士，建立政府立法专家库，进一步提高
立法质量和效率。聚焦提升行政执法
人员素质能力，制定内部培训指导计
划和实施方案，培训一岗多能执法人
员。严格落实备案审查制度，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对行政规范
性文件报送备案进行监督，确保行政
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

答好“特色卷”。我市扎实推进
“四所一庭”协作联动工作，整合司法
所、派出所、人民法庭、律师事务所和
基层法律服务所资源力量，细化工作
流程、内容与责任，联动化解基层矛盾
纠纷。司法所长列席镇（街道）党政会
议，重点在当好基层党委政府法治参
谋、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等方面聚集发力。推动行政执法
监督向基层延伸，实现镇（街道）司法
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全覆盖，切
实拧紧市、区、镇一体化行政执法监督
链条。

我市书写“五张答卷”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

“我之前因为工伤问题来这边咨
询，劳动仲裁的工作人员特别负责，
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组织我和单位
多次协商，通过调解帮我把问题解决
了。”说起劳动仲裁调解，外来务工人
员林利芳一个劲儿地竖起大拇指。

“原本以为需要经历裁决、执行等一
系列流程，没想到通过调解，问题解
决得又快又好。”林利芳说。

劳动争议处理是否妥当、高效，
事关企业和职工的根本利益。海南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坚持“以调
为主，调处结合，主动作为，构建和
谐”的工作理念，大力推行劳动争议
化解“重心前置”工作方法，构建起

多元解纷体系，有力促进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走进海南区区域社会治理中心接
待大厅，在劳动仲裁窗口前，记者看
到有职工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劳动
关系中产生的纠纷问题。依托海南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成立的“刘芳
调解室”提前介入，对纠纷事实清楚、
权责明晰的劳动争议，工作人员组织
双方积极进行调解，从快从速化解矛
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我深知调
解工作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的重
要性。接下来，‘刘芳调解室’将继续
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调解

服务为目标，把劳动纠纷化解在基
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海南区“刘芳
调解室”首席调解员刘芳介绍说，在
做好来访职工疏导调解工作的同时，
他们还经常深入企业有针对性地进
行答疑解惑，引导企业在用工管理上
自我调整，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变被
动仲裁为积极预防，更好地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劳动人事争议。

近年来，海南区积极推行“调解+
仲裁”劳动争议治理模式，建立起接
待、咨询、调解、仲裁“一站式”劳动人
事争议“受理—流转—办理—回访”
机制，坚持用“案前重引调、案中重细
调、庭后重调效”的原则指导工作。

今年1至 9月，海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受理案件数416件，已结
案 406 件。其中，调解结案 212 件、
裁决结案160件、决定结案34件，综合
调解率达79.21%，共计维护劳动者合
法所得金额达2924.29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将调解工
作贯穿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全过程，
坚持‘调解为主、裁决为辅’的原则，
柔性化解矛盾纠纷，不断推动劳动争
议纠纷实质化解，积极营造和谐稳
定的劳动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海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
韩爱静说。

（折晓晖）

1至9月维护劳动者合法所得金额达2924.29万元

海南区劳动仲裁调解服务有质效

近年来，我市在保障“菜篮子”供
应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和规模化养殖，保障市民餐
桌上的幸福。

10月 22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
分蔬菜种植大棚和养殖厂，了解“菜
篮子”稳产保供情况。走进海勃湾区
滨河街道中河源社区种植户张焕的
蔬菜种植大棚，鲜嫩的翠色映入眼
中，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张焕和
家人正在有条不紊地采摘、打包新鲜
的香菜，十分忙碌。

“今年我种了5亩蔬菜，有菠菜、
香菜、油麦菜等品种。根据气温变
化，每茬的种植时长基本在25天至

45天，从5月开始收获，每年大概能
收4茬作物。”张焕说。

据中河源社区党委书记张雪峰介
绍，该社区有300多户居民种植蔬菜，
共有约120亩温室大棚和80亩塑料
大棚，目前蔬菜均已陆续上市。这些
蔬菜主要供应本地市场，为市民提供
了更多新鲜、健康的选择。

“通过设施农业的发展，有效延
长了蔬菜的供应期，即使在寒冷的
冬季，市民也能吃上新鲜的蔬菜。”
张雪峰说，“下一步，中河源社区将
引入社会资本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和
蔬菜分拣基地，保障我市‘菜篮子’
供应稳定。”

在保障蔬菜供应稳定的同时，
我市还积极推进规模化养殖项目，
重点扶持生猪、蛋鸡等养殖基地。
乌海市荣冠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作为
我市规模化养殖的重点企业之一，
通过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和设备，
实现了生猪养殖的标准化、智能
化。整个养殖基地占地约 150 亩，
已建成猪舍16栋，主要采取育肥发
展模式，进行生猪养殖和销售。目
前，基地存栏生猪约2万头，年出栏
生猪约3.8万头。

该公司负责人龚茂盛说：“目
前，养殖基地存栏生猪数量稳定，生
长状况良好，预计今年肉类产量将

有所增长，为市民的‘菜篮子’提供
更多优质猪肉。”

为确保生猪健康生长，养殖基
地内部定期对猪舍消毒，对生猪
采取体检、疫苗接种等健康管理措
施，预防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此
外，该公司还积极探索种养结合模
式，将处理后的粪渣作为有机肥
灌溉农作物，实现了资源的循环
利用。

今年以来，我市农牧业生产保
持良好发展态势。截至目前，蔬菜
种植面积1.06万亩，同比增长5.2%，
产量2.97万吨，同比增长7.2%；肉类
总产量6539.11吨，同比增长9.5%。

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 保障市民餐桌上的幸福
本报记者王蒙

乌海BDO产业：蓬勃发展未来可期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老科协在推
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方面，市老
科协助力乌海市绿农永胜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为我市的重要农业技术推
广基地，该基地成功举办了农产品推
介活动，展示了合作社优质的农产
品；积极支持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获批科技助企服务工
作站，并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联
系指导市机械铸造协会，通过提供技
术咨询、政策宣传、技术培训等多种
形式，为17户企业提供帮助，推动企
业的创新发展。

在科学普及方面，市老科协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通过

“进企业、进社区、进农区、进校区”活
动，将科学知识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
落。今年以来，市老科协共开展宣讲
和科普活动30余场次，受众人数达到
3000多人次。活动内容涵盖工农业

知识科普、安全、环保等方面，有效提
升了公众的科学素养，激发了大家对
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在人才培养方面，市老科协同样取
得了显著成绩。一批优秀的科技工作
者脱颖而出，其中康仁获“中国老科协
奖”先进个人称号。他与内蒙古工业大
学化工学院合作研制的用磷酸分解氯
化铵制氯化氢项目，成功完成了实验室
试验，为聚氯乙烯生产提供了新工艺，
促进了PVC企业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
利用。同时，陈玉美、钟建邦获得了乌
海市“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此外，市老科协还十分重视调查
研究工作。今年，该协会完成了《乌海
市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调研报告》等5
篇调研报告，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意
见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
持。市老科协还建立了各行业专家
库，目前，已有42位有影响力的专家
入库，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
坚实的人才保障。

（王玥）

市老科协助力科技创新
与科学普及成果丰硕

金秋时节，龙游湾国家湿
地公园内，五彩斑斓的灌木与
河流、芦苇相互映衬，一步一
景，美不胜收。 （王超 摄）

金秋如画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海勃湾供电公司主动作为，结合当前天气情况和
用电需求制定电采暖客户保电方案，对涉及电采暖的线路和设备进行巡视测温，
多举措保障电采暖客户安全可靠用电。 （董俊伟 魏静 摄）

保障供暖季用电“无忧”

本报讯（记者王江宇）10 月 23
日，记者从市文联推动文艺工作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获悉，近年来，我
市文艺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
思想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围绕“做人的工作”和“推
动创作优秀作品”，聚焦出人才、出
精品，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显
成效。

大力开展主题文艺活动和创作。
市文联在重要时间节点主动策划开展
一系列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文艺活
动和文艺创作，推出了全景式沉浸歌
舞剧《三线印记》、雕塑《朝阳》、黄河
石彩绘《福河·孕》、黄河泥塑《撸起袖
子加油干》等一批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优秀作品，音乐作品《来沙漠看海》
获得2024内蒙古优秀村歌奖，市文
联荣获优秀组织奖。

全力打造“中国书法城·乌海”金
质名片。今年我市成功举办了第十三
届黄河明珠·乌海书法艺术节、第九届
书法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高层次书法

展览、学术论坛活动，实施“翰墨集
英”书法人才引育工程，大力普及全
民书法。截至目前，全市国家级书协
会员 46人，自治区级书协会员 178
人，市级书协会员2000余人，全市共
有10名书法家获奖、入选和提名兰亭
奖，76名书法家入展全国书法展等国
家级展览，我市连续7年位列自治区
书法篆刻作品展入展作品数榜首。

广泛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曲艺周末乐”“戏剧乐万家”“书法
五进”等品牌文艺志愿服务赢得广
泛好评；每年举办全市摄影展、美术
展等各艺术门类主题展览，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书法五
进”工作模式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文艺进万家”志
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最美文艺志愿
服务项目。

为进一步提升文艺工作的组织
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我市出台了
《乌海市文学艺术精品扶持奖励办
法》，对近年来创作的文艺精品进行
成果扶持，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
创作积极性。今年以来，我市99人
次入展入选国家级、自治区级展赛，
全面展现了文艺创作水平和成就。

我市扎实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东

景生物研发中心负责人刘兴旺介绍说：
“我们建成了BDO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设立了生物降解材料和PBAT改性材
料等多个实验室，潜心攻关‘卡脖子’技
术难题，多项成果填补了国内同行业空
白，实现了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例如
BDO项目的浓缩过滤器设备，全部实

现了国产化，有效解决了BDO主要生
产设备被‘卡脖子’的难题。”

当前，我市已引进建设华恒、君正、
三维、东景、广锦5个BDO一体化项目
及8个下游配套深加工项目，建成、在
建BDO产能达160万吨。从“单打独
斗”变“抱团取暖”，5家BDO企业共同
出资，以“中心+公司”的市场化运行机
制，运行BDO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

各方科技资源力量，推动新工艺、新技
术、新产品科技攻关。目前，初步形成
BDO—氨纶、BDO—锂电池溶剂、
BDO—可降解塑料、BDO—医药中间
体等全产业链条，全球最大BDO一体
化生产基地初见规模。预计到2027
年，我市BDO产能将占全国BDO总产
能的30%以上，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

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东

景生物党委书记苑振华介绍说：“BDO
下游完全可降解塑料产业是解决白色
污染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我们国家
大力支持的产业，前景非常广阔。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引进BDO先
进技术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
将继续深耕BDO行业，优化技术，提
质创新，为我市BDO产业基地建设添
砖加瓦。”

东源科技：坚定信心忙生产产销两旺干劲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