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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施国良）6月21日，鹤庆县委
副书记、县长张洪军率鹤庆县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船
舶集团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回访考察。

代表团一行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并到公司造船展厅、生产现
场进行参观学习。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白牧对鹤庆代表团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
迎，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
等进行了介绍。白牧指出，通过中国船舶集团、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鹤庆县干部群众多
年来的共同努力，鹤庆县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
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下一步，大连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将结合鹤庆县的发展实际与
发展需求，进一步做好对鹤庆的精准帮扶工作，在

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组织职工疗休养、消费扶
贫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积极推动鹤庆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张洪军对中国船舶集团和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一直以来给予鹤庆县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表示感谢，并表示，鹤庆县委、县政府将在中国
船舶集团和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帮助与
支持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全面
振兴。鹤庆县也将珍惜与中国船舶集团的良好合
作关系，积极谋划，主动沟通，全力对接，进一步做
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让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
成果。

双方还就进一步实施精准帮扶、推动鹤庆县
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悉，自2002年中国船舶集团定点帮扶鹤庆
县以来，先后派出15名优秀挂职副县长、5名驻村
第一书记，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48亿元，帮助引进
各类资金433.1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161个，遍及
全县 9 个乡镇 85 个行政村，累计开展消费帮扶 2
亿元。在产业帮扶、文化帮扶、教育帮扶、就业帮
扶、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极大地
改善和提高了全县9个乡镇生产生活条件和公共
服务保障水平，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提高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能力。在中国船舶集团的鼎力帮扶
下，鹤庆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全面胜利，顺利通过
2017年国家贫困县退出考核，成为云南省首批脱
贫摘帽的 15 个县之一，2016 至 2023 年年度扶贫
成效考核和巩固脱贫成果考核连续8年为“好”。

县领导罗占宇、刘宁等参加考察。

□ 通讯员 丁格杰

近年来，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发展持续
化、生产低碳化、产品绿色化，加快产业绿色低碳
转型升级，着力打造绿色低碳新优势。

厚植底色，助力发展持续化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公司厚植文化

底蕴，提升绿色发展含“绿”量。多年来，公司坚持
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与周边人文自然和谐共
生的发展道路，每年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广泛
开展植树造林、绿色环保志愿服务活动，营造植绿
护绿爱绿的良好氛围；积极号召员工树立环保节
约意识，鼓励大家保护动物、爱护植物，倡导低碳、
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色低碳理念
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公司绿化面积达20万平方
米，种植红千层、红叶石楠、白玉兰、杜鹃和高桩月
季等各类乔木和灌木8000余棵。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公司认真落实“无渗漏
工厂”创建，全面治理“跑冒滴漏”和无组织排放，
将“5S”管理、可视化、定制化等生产现场管理要素
有机结合，从建筑、设备、材料、运输等方面进行系
统整治，确保设备设施无积尘、无油污，达到“物见
本色”；建成4套电解生产线电解烟气脱硫、除尘、
脱氟设备，落实初期雨水收集系统、生活污水和生

产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效能，实现烟气超净排放、水
资源循环利用，环保指标 100%达标，荣获低碳产
品认证。

锻造成色，助力生产低碳化
如何让绿色低碳发展的成色更深，让环境保

护动力更强，公司既做好节能“加法”，又做好减排
“减法”，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新技术应用等
途径强化降碳协同治理，提升绿色发展含“金”量。

公司积极推进数智化转型、数字化赋能工作，
建成的电解铝数字孪生融合平台集槽控系统、电
力综自系统、生产管控一体化系统等11个系统平
台于一身，“最强大脑”结合各类数据进行智能分
析、预判，生成可视化管理“一张图”，为电解铝生
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目前，数据应
用覆盖率达80%，数据集控率达82%，重点部位监
控覆盖率达100%，在降低职工劳动强度和生产成
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

公司加快铝电解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设备
的迭代升级，扩大石墨化阴极技术的推广应用，从
筑炉质量、焙烧启动方式、正常生产工艺、生产操
作等多维度探索优化石墨化电解槽技术条件，并
形成经验总结，电流效率同比提高 1.06%，直流电
单耗同比降低 278 千瓦时；加大电解生产排烟风
机、多功能天车等主体设备升级、改造优化，积极
投运电解烟气余热回收节能系统，提高设备整体

运行能力和工作效率，改造后的排烟风机吨铝降
低电耗 60 度，多功能天车利用率提高 10%，余热
回收系统累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万余吨。

增添亮色，助力产品绿色化
公司积极拓宽用能渠道，提升绿电新能源占

比，突出价值创造，增强综合竞争实力，提高绿色
发展含“新”量。

公司积极探索“新能源+绿色清洁载能”相结
合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可持续循环经济，扩大清
洁能源使用，充分利用企业厂房屋顶、边坡、停车
场、闲置空地等，建设 34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持续提升绿色用能水平，实现绿色能源与冶炼
产业一体化发展，打好“绿色能源牌”。今年以来，
公司累计实现光伏发电 1700万千瓦时，节约 0.55
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7万吨。

为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聚
焦 产 业 链 前 端 和 价 值 链 高 端 ，在 稳 定 生 产

“3N5”高精铝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偏析提纯试
验，探索偏析结晶温度与结晶速度两者之间平
衡点；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充分释放高品质铝液
优势，根据客户需求，对微量元素含量进行精准
管控，适时生产出硅铁含量小于 0.08%和铁含量
小于 0.06%的高品质定制化产品，最大限度提升
服务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开辟新的市场和利
润增长点。

□ 通讯员 赵红 杨锋 赵春梅

纸，是人们用于书写的工具，更是人类记
录时代、延续文明的重要载体。鹤庆县白族手
工造纸技艺，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记载。鹤庆白
族手工造纸迄今保留着古老的生产工艺，采用

“抄纸法”制作的白棉纸，薄如蝉翼、质软防蛀、
吸水性强、经久耐用，曾得“安徽宣纸甲天下，
鹤庆棉纸誉云南”的赞誉。

鹤庆县松桂镇龙珠村是一个生产白棉纸
的传统村落。龙珠村生产的白棉纸纸质细腻、
厚薄均匀，一般用于书画创作、茶叶包装以及
制作手工艺品。

手工造纸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制浆和抄纸两
个部分。造纸的原料来自于构树皮，构树皮厚
实，纤维细腻柔韧，是非常好的造纸原料。采集
来的构树皮需要经过浸泡、翻洗、蒸煮、撕料等
多道工序后，才能使用。加工好的构树皮放在

木碓上进行舂打，边舂打边翻动，让树皮的纤维
变得细腻柔韧。舂打好的树皮纤维放在水中，
用木棍进行大力搅拌，加入滑水，充分稀释混合
之后，就可以进行抄纸。抄纸一般使用吊装的
帘架，帘架上放置细竹编的帘子。将帘架放入
水中捞纸，不停轻摇让纸浆分布均匀，提起后水
流走，纸浆便附在帘子上，将抄好的纸一张张整
齐地印在平台上，达到一定数量后，在上面放置
重物，压出多余的水分。最后，白棉纸由手艺人
一张张地刷在平整的水泥墙上晾晒。经过时
间的“烘焙”，晾干的白棉纸揭下，按一定数量
打包成捆、切割整齐，整个造纸工序就完成了。

岁月荏苒，繁华依旧。手工造纸，在书香
墨韵的鹤庆被传承了千年。如今，尹旺松、
张国弟等传承人依旧在手工造纸领域“深耕细
作”，不断学习钻研，改进生产工艺，使生产出
的白棉纸质量更佳，让鹤庆白族手工造纸技艺
得以延续和传承。

本报讯（通讯员 赵俊松） 6 月 19 日，鹤庆
县举行干部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副县长
张燕珍主持讲座，县级各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四百余人参加讲座。

讲座邀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心
理咨询师康莉以“‘心’时代、‘心’问题、‘心’策略”
为题，深入浅出地从心理健康的标准、心理压力
的产生、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如何进行自我心理

调适等方面为干部职工进行讲解，引导大家运用科
学方法进行自我调适，合理管控情绪，保持健康
向上的心理状态，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

讲座结束后，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把所学
的知识运用到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关心关注心
理健康，积极进行心理调适，养成绿色健康的生
活习惯，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努力工作，为推动全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鹤庆县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船舶集团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回访考察

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

“三色”赋能打造绿色低碳新优势

鹤庆龙珠手工造纸“书写”千年传承技艺

鹤庆县举行干部职工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 通讯员 李雪婷

搅拌水泥、浇筑路基、平整路面，工
人们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
作……这是南涧县小湾东镇岔江村委
会四里柱村道路硬化的施工现场。

近年来，小湾东镇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采取
三举措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
建工作，实现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
同频共振，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走深走实。

坚持“党建引领+思想建设”，凝聚
民族团结强大合力。小湾东镇以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打牢思想基础，把准政
治方向。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党员
教育，纳入年度宣传思想工作计划和
党员干部培训课程。不断提升党员领
导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政策及重点工作知晓率和对“四个与
共”“五个认同”的认同。充分发挥各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利用村小组议事室、党员活
动室等场所，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
保障渠道，凝聚民族团结意识。积极
引导群众向近年涌现出的民族团结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激发干部群
众投身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事业的热
情和动力。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绘就民族团结
和美画卷。小湾东镇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镇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实施以来，投
入项目资金 140 万元在岔江四里柱村、

神舟小比密上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整治人居环境、优化农村公共服
务。在岔江四里柱村内实施道路硬化
1300 米，铺筑青石板路 100 米，建设村
内毛石混凝土挡墙 150 立方米，建设
842 米长的村内三面光排水沟，村内边
坡治理 500 平方米，新建污水池 2 个。
在神舟小比密上组实施村内道路硬化
240米，铺筑青石板路 180米，建设村内
毛石混凝土挡墙 200 立方米，建设 240
米长的村内三面光排水沟，村内边坡治
理 180 平方米，新建污水池 1 个。建设
完毕后，岔江四里柱村、神舟小比密上组
村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正努力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丽乡村大步前进。

紧盯产业项目发展，推进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镇建设工作中，小湾东镇采取委托建设
方式投入产业资金 264 万元，建设旅舍
趸船11艘，每艘投资 24万元，使用年限
20 年以上。每艘旅舍趸船设置 2 个房
间 4个床位，配备厨房、卫生间、污水收
集、太阳能发电等设施设备。此外，以

“村集体+企业+合作经济”的模式，采
取委托建设方式投入产业资金 96 万
元，建设综合补给服务船一艘，可容纳
8吨货物，使用年限 20年以上。两项产
业发 展 配 套 设 施 项 目 ，皆 是 神 舟 、
营盘、龙街、新龙、新民、龙门、岔江 7
个村的村集体资产，委托南涧县云上
小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签
订合作协议，实行动态收益，每年村集
体经济收益比例达 5%以上，持续带动
群众增收。

6月23日，游客在宾川县鸡足山景区游玩时无意中发现一丛水晶兰。
据悉，水晶兰并不是兰花，而是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其通体洁白、晶莹剔透、酷

似水晶，因其散发诡异而迷人的光芒，也被称为“幽冥之花”“幽灵草”“梦兰花”。水
晶兰已被录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并被认定为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 ［通讯员 熊子军 摄］

当前，各地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求，纷纷出台了一些人才引进激励
政策，深化人才工作创新机制，统筹
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千方百计地引
进人才、留住人才，让“高精尖缺”人
才引领地方发展。

然而，在实际中，好不容易引进的
人才刚来不久，就打起了“退堂鼓”；有
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远走高飞”。
总之，引才难、留才难的问题依然突
出。高层次人才外流，“人才荒”难以
破局，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短板。

究其原因，待遇吸引力不强，创
新创业环境差，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重评轻用、重引进轻培育、重引进轻
使用等原因是导致引才乏力、人才

“出走”攀高的主要原因。
人才服务的质量水平和地区软

实力高低，已经成为决定人才竞争成
败的关键因素。告别引才难、留才
难，要在环境、政策、人才使用等方面
下功夫，突破人才瓶颈。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改变人才出走、难留的问题，要
切实改善人才收入、待遇，解决引进
人才的居住、生活、户口迁移、配偶安
置、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要
精准引才引智，创造人才成长成才条
件，优化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的环境，
让人才脱颖而出，做到引得来、留得
下、用得好。要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全面兑现引进人才的薪酬待遇、住
房、生活、科研经费等优惠政策，充分
释放政策红利，激发人才热情，调动
工作积极性，打造人才集聚洼地。要
用好人才，精准“人岗配置”，把人才
安排在合适的岗位，让每个人充分发
挥专长、施展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才
价值，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地方发展既要引才更要留才
□ 杨宋

南涧县小湾东镇——

“三举措”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

游客在弥渡县红岩镇白崖古城
村白子国历史文化巷道内参观游
览。（摄于6月24日）

近年来，为持续巩固国家 3A 级
景区创建成果，努力打造景区特色旅
游名片，红岩镇结合白崖古城村“鱼
骨状”街巷空间肌理传统建筑风格，
新建“五横三纵”白子国历史文化巷
道旅游打卡项目，实现了保护与发展
的良性循环，努力让白子国历史文化
在街头巷尾绽放光彩。

［通讯员 吕士忠 摄］

鹤庆县龙珠村的手工艺人正在抄纸。（摄于6月6日） ［通讯员 赵春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