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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布了2024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名单，我市5家企业荣耀登榜。这不仅是对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成果的高度认可，
更是我市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迁的生动缩影。它标志着我市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正从精心打造的“样板间”，阔步迈向可复
制、可推广的“规模化”新阶段。

为深入展现标杆企业的创新实践与引领价值，本报推出“智变先锋·探营标杆企业”系列报道，通过挖掘企业的转型故事、核心技术应用和未来规
划，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的“头雁效应”，助力更多企业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协同”，最终实现“面上开花”，为乌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持
久的“数智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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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大棚里生机盎然，累累果
实缀满番茄秧，一串串小番茄青涩中
已透出点点诱人红晕。在乌达区乌兰
淖尔镇泽园新村农旅综合体“名优特
新”示范基地，村民宋莲莲正熟练地为
番茄花授粉。她笑着对记者说：“去年
入股分红就尝到了甜头，今年村里的
三个集体经济项目，我们全家入了5
股。”这沉甸甸的信心，源自泽园新村
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泽园新村以“党组织+合作社+农
户”为引擎，正驶入强村富民的快车
道。这份信心在今年3月22日那场热
闹非凡的股权协议签订大会上得到了
充分体现。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村民们有序排队、
签字、摁下红手印，将入股资金郑重投
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满怀期待地领
回《股权证书》。“咱们这集体经济合作
社越做越好，往后大家的腰包一定会
越来越鼓。”宋莲莲的话语道出了村民
们的共同心声。

2024年，泽园新村村集体经济成
功分红162万余元，为村民增收注入
第一股甜头，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
础。今年合作社聚焦一号地种植、农
旅综合体“名优特新”示范基地及党员
示范田三大项目，由集体统一种植、管
理、包装、销售。这种模式让村民既能
安心当“股东”坐等分红，又能腾出手
来务工增收，实现“双赢”。

股权协议签订大会最终吸引了
717人入股一号地种植项目，703人入
股农旅项目，64人入股党员示范田，入
股总金额约200万元。“我们将继续深
化这一模式，在壮大集体经济中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打响‘大漠湖镇’地标品
牌，让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图景愈发
清晰生动。”泽园新村党委书记李军说。

如果说“股”聚人心是激活内生动
力的源泉，那么畅通的销路则是实现
持续增收的金钥匙。泽园新村创新打
造“订单+农超”产销模式，构建“农超
直联+电商直播+社区团购”的多元供

应链条，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
一公里”。

在乌达区东仙超市朗峰店，“乌兰
淖尔镇泽园新村精品果蔬直供专区”
色彩缤纷：鲜红的草莓、青翠的小吊
瓜、红润的西红柿琳琅满目。“泽园新
村的农产品很不错，家门口就能买到，
太方便了！”居民王芳赞叹道。

为解决农户后顾之忧，泽园新村
第一书记崔国萍凭借商务工作经验，
成功搭建“大棚直采+市场供应+村民
受益”的直通快车。依托驻村工作
队，“当天采摘、当天分拣、当天配送”
的高效运营模式，砍掉中间环节，让
泽园新村的优质果蔬从“菜园子”新
鲜直达城区“菜篮子”。截至目前，通
过乌达区及海勃湾区3家大型超市的
4个分店，“农超直联”集中展销小柿
子、吊瓜等农产品3500余斤，助农增
收3.2万余元。

拓展销路的触角还伸向了“云
端”。在“泽园新村驻村工作队”的直
播间里，崔国萍热情洋溢地展示着刚
从藤上摘下的鲜甜小吊瓜：“现摘现
发，新鲜直达！”今年，她组织电商助销
培训，并带领队员化身“田间主播”，以
进棚直播、现摘现尝的沉浸式体验为
家乡农产品代言。截至目前，直播共5
次，培养农户主播2人，吸引500余人
次到棚采摘，助农增收9万余元。

此外，泽园新村还推出“周五助销
计划”：通过农产品助销微信群，每周
四发起团购接龙，周五统一分拣配
送。这一“接龙+采摘+配送”的社区
团购模式吸引240多名成员，累计开
团 11次，销售小吊瓜、柿子、草莓等
6000余斤，助农增收4万余元，让“订
单农业”的脉动更加精准有力，深入社
区毛细血管。

如今，泽园新村以“股”聚民心，凝
聚发展合力；以“链”通富路，畅通产销
渠道。“股”“链”交融的创新实践，让乡
村振兴的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徐徐展
开，结出沉甸甸的幸福果实。

泽园新村：“股”聚民心“链”通富路
本报记者 刘春霞 文/图

近日，君正集团全资子公司内蒙
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入选
2024年自治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
杆企业名单，标志着这家扎根乌海的
科技领军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征程中树立了崭新里程碑。此前，公
司已获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并于2020年
成功取得评定证书，其推动信息化与
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成果与能力获得权
威认可。

近年来，君正集团以前瞻视野与
创新精神，将数字化、智能化基因深植
企业发展战略。在数字化建设领域，
公司引入国际先进的SAP系统，构筑
了覆盖HR、OA、SRM、LIMS及财务
共享、资金管控、设备管理、自动称
量、档案管理等核心环节的信息化体
系，极大提升了资源统筹与信息共享
水平，实现了运营全流程的数字化管
控。正在实施的“数据分析体系”项
目，将助力其打造一体化数智平台，充
分激活数字资产价值。

智能化转型则在生产一线结出硕
果。公司科学投入，积极推进数字化
车间建设，尤其在电石生产领域，实现
了从出炉、冷却、翻锅、转运、称重到
卸车的全流程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
广泛的“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应用，有效减少了人工干预，显著降低
了安全风险，生产效率获得质的提
升。同步推进的节能减排、产品升级
与工艺优化，持续夯实着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根基。

作为自治区首批科技领军企业，
君正集团深谙创新是立身之本。公
司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

依托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特种
材料联合实验室，通过揭榜挂帅机
制，相继攻克了 BDO 催化剂效率提
升、电石渣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瓶
颈。2024 年，君正集团科技人员达
1031人，累计授权专利 420件（含发
明专利45件）；近三年研发投入高达
15.2亿元，占销售收入2.64%，一组组
数据彰显了其驱动产业创新的中坚
力量。

“我们深度融入乌达区‘延链补
链强链’战略，形成了完整的循环经
济链条。”君正化工总经理朱成志表

示，“年产80万吨PVC装置单线产能
全球领先，入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
杆企业，标志着企业成功实现了从规
模扩张向价值创造的关键跃升。”

数字化转型已全面渗透各业务
板块。能源化工领域正加速建设数
字化车间与智能工厂，通过数据互联
互通与业务高效协同，实现对生产经
营的精准监控与实时分析，为战略
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撑。化工物流板
块则通过引入 IMOS 平台、布局船
岸一体化智能系统、自研 NILS 和
GLAP系统等，以信息技术赋能智能

物流，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效能与市
场竞争力。

站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与“双
碳”目标交汇的历史新起点，君正集团
正勇立数字化浪潮之巅。通过持续整
合创新资源、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融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君正集团不仅致力于
让奔腾的黄河之水激荡出更大的生态
效益，更矢志探索独具特色的转型创
新模式，为我市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之
路上突破求新、树立标杆贡献澎湃的
企业力量。

君正集团：数字浪潮中的绿色转型标杆
本报记者 刘春霞 文/图

本报讯 今年以来，乌海能源全
面深化改革创新，聚焦绿色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精准实施生产工艺优化、
盘活“三大资源”、激发创效潜能等方
面管控措施，全力推动提质增效目标
顺利实现。

在优化产业布局上，乌海能源组
织各单位加快形成“一采两掘一充填
一留巷”生产布局，积极争取接续资
源。同时，高标准推进井工改露采、
矿井技改、充填开采等重点项目落地
实施。在采掘装备升级改造工作中，
公司打出优化支护参数、改进掘支工
序、变革劳动组织、提升运输效率的
组合拳，释放采掘效率潜能。在此基
础上，乌海能源坚决完成全年1460
万吨原煤生产任务，力争实现1585
万吨奋斗目标。

乌海能源深入实施“8+1”专项
改革行动，明确了盘活用好“三大资
源”、巩固安全发展基础、筑牢绿色环
保底线、推动产业发展升级、增强科
技创新能力、激发数智赋能活力、深
化人才强企工程、提升精益管理水平
八大攻坚任务，并以党建引领保障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见成效。公司细化
责任，严抓落实，按照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改革进程，充分激发全员干事创
业热情和创效潜能，朝着安全生产形
势好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等奋
斗目标不断迈进。

为做优“自营+专业化”服务，乌
海能源深挖内潜，组建了搬家回撤、

专业化开拓、专业化服务、信访保卫、
质量管理、供水供电、钻探物探、选配
煤、信息化智能化、设备维修等10支
专业化队伍，形成了分工明确、专业
精湛、安全高效的专业化服务机制，
有效缓解了公司人力资源一线紧、二
线松、三线富余、专业化服务水平低
等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精
益化管理水平。

在资源利用与绿色发展方面，乌
海能源积极研究并推广应用充填开
采、沿空留巷、窄煤柱开采、保水开采
等绿色开采技术，有效盘活边角块
段、巷道煤柱等煤炭资源。同时，扎
实推进乌海及周边地区资源获取工
作，不断增加企业发展潜能；推动符
合条件的煤矿或区域井下开采改地
面开采，加快实施隐患治理等项目，
在解决矿区环境问题的同时，高效回
收煤炭资源。

在资产与物资管理上，乌海能源
认真梳理盘点清查公司设备、物资、
厂房、土地等各类资产状况，摸清家
底、建好台账，力求实现物尽其用、降
本增效。公司加强设备物资采购、存
储、使用、回收、处置全生命周期动态
管理，提升通用设备物资集中管理、
有效调剂水平。通过增强物资供应
中心辐射功能，推动设备物资区域
化、穿透式管控，提高公司设备周转
率和物资利用率，加快厂房、土地等
固定资产产权办理、有效盘活和科学
处置工作，实现资产创效。

（刘春霞 付兰伟 赵茄利）

乌海能源全力推动
提质增效工作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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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勃湾区滨铁佳苑小区
王女士向记者反映，在2024—2025
年采暖季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她既
委屈又生气的事，具体什么情况？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王女士告诉记者，2024年 9月
27 日她去武汉看孙子，走之前办
理了暖气停供，停供协议和电子
发票都有。办理停供后，市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过来把两
头的管掐了，安上了堵头。但没
有贴封条，只是断开了。

看到供暖管道断开后，王女士
和老伴放心去了武汉。没想到2024
年11月，楼下的邻居联系她，说她家
里漏水了。这次漏水导致王女士和
邻居家的墙皮和木制家具不同程度
起皮受损。但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
儿让王女士感到委屈。

2024年12月6日，市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稽查队给王女士发了一张
通知，限她3日内到市热力有限责
任公司接受处罚，说她私接热水。
王女士表示，他们一直在武汉，有往
返的机票证明，家中没人，私接管道
从何谈起，这个处罚实在冤枉。

带着王女士的疑问和诉求，记
者来到了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王女士家漏水
后，他们跟物业上门查看，当时王女
士家的供暖管道已经接通，所以下
达了私接的处罚。但是王女士猜
测，今年对门邻居正好办理复供，而
且两家的管道就在一个管道井内，
有没有可能是误接了？

对于王女士的猜测，工作人员
表示现在无法查证，但本着对用户
负责的态度，客服部的工作人员查
看了王女士的机票等证明材料，也
再次与稽查队进行了核实，最终认
定王女士私接的证据不足。

王女士的诉求终于达成，她的
遭遇可能是个例，但是通过这次
私接暖气的争议，也暴露出市热
力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中存在信
息核实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在贴
封条时能保存下更充分的照片和
视频证据，或者与用户当面核实
确认，另外在下达处罚通知前，一
定要强化调查程序，这样才能避
免误判引发矛盾，完善的工作流
程才能对真正的私接行为起到更
好的震慑和处罚作用。

（记者刘瑾 石智鹏 整理 刘春霞）

私接暖气处罚引争议
记者介入调查终撤销

村民宋莲莲正熟练地为番茄花授粉。

泽园新村道路通畅，环境优美。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近年来，海勃湾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组建“红石榴帮办团”，为前来政
务服务大厅办事的群众提供全程业务指导、表单填报、问题协调等服务，实施
全程精准、零距离的“肩并肩”帮办代办服务。 （刘春霞 摄）

走乡村 看振兴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锚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严防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任务，指明以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以多元路径拓宽农民“钱袋子”的实践方向。

本报推出“走乡村 看振兴”系列报道，聚焦产业兴旺的活力图景、生态宜居的乡土变迁、治理有效的基层探索，以脚力丈量土地，以笔
端讲述故事，在田垄间、村巷里，解码乡村振兴的时代密码。

智变先锋·探营标杆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