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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期间，灵宝市
各景区景点游人如织、秩序井然，
文旅市场呈现火爆场面。 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各级媒体关
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广
播电视台、《三门峡日报》 等各级
媒体对相关内容进行报道。

文旅市场人气火爆， 活动缤
纷多彩。“五一”假期，灵宝市各景
区精心筹划，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创意相结合， 推出众多优惠政策
和特色文旅活动， 让全国各地游
客体验灵宝的文化与魅力。 除此
以外， 乡村旅游点也吸引着众多

游客观光打卡， 函谷关东寨黄河
观景台等乡村旅游点成为群众领
略乡野风光、欢度假期的好去处。

强化安全检查， 确保假日文
旅市场安全。假期期间，灵宝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成立督导组，持
续对各 A 级景区、网吧、旅行社、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 文物
保护单位、 博物馆项目现场等文
旅场所进行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并现场进行指导， 要求各文旅场
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守牢安全
底线， 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 切实将各类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 确保文旅市场平
稳有序。

优化服务，暖心守护。“五一”
期间， 灵宝市各景区景点全力做
好旅游保障服务， 全体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秉承“服务无小事，细
节见品质”的理念，以专心、细心、
恒心当好游客的“护航员”，积极
为游客提供现场引导、 咨询讲解
等各类暖心服务， 用优质的服务
为游客们营造出安全、平安、舒心
的游览环境， 为节日增添了一抹
别样的亮色。

灵宣

在豫陕交界的灵宝市豫灵产业集聚
区，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投金城冶金”）正以“绿色化筑基、智
能化赋能、高端化突围”的创新实践，实现
着“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三链融合的
绿色智造跃迁。

近年来，面对有色金属行业的激烈竞
争， 这家大型企业如何突破传统产业瓶
颈，实现从“传统冶炼重镇”到“智能绿色
工厂”的华丽转身？日前，记者走进国投金
城冶金，揭秘其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
的转型路径。

走进国投金城冶金稀贵中心，银自动
浇铸机械臂正以毫米级精度抓取成型银
锭，行云流水般完成码垛作业。

“传统工艺的中频浇铸，作业环境温
度高、现场烟气大。 我们推进落实设备自
动化革新，实现了加料、称重、熔化、成型、
抛光、打标、码垛自动化作业。 ”国投金城

冶金生产管理部副经理丁永昌表示，传统
冶炼的“高温、高尘、高负荷”场景正在被
智能技术重构。

作为集有色金属冶炼、深加工及资源
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国投金城
冶金积极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等更新
和技术改造， 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形
成了覆盖贵金属、基础材料与化工原料的
多元产品体系。

在产业链的垂直攀升中，国投金城冶
金展现出惊人的“炼金术”。 面对复杂金精
矿处理难题，企业科研团队攻克“富氧底
吹造锍捕金”核心技术，使金、银、铜回收
率突破 98.5%，并成功将回收元素由传统
的 4 种增加到 10 余种， 真正实现了复杂
金精矿的“吃干榨净”。 其核心产品中，黄
金、白银以高纯度、高稳定性满足战略储
备与高端消费需求；阴极铜凭借优异导电
性和加工性能，深度融入电气、电子、机械

制造等关键领域； 硫酸作为化工产业链
的“血液”，支撑着化肥、农药、染料等民
生与工业产品的生产……

国投金城冶金的转型始于对技术变
革的敏锐洞察，2023 年启动的信息化升
级和数字化转型项目， 成为企业破局的
关键一步。 借力智能技术手段，国投金城
冶金建立了“共建、共享、共用”一体化数
字运营平台，实现“人、机、料、法、环”全
要素互联。 2024 年，企业成功入选“2024
年河南省智能工厂”名单，成为有色金属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企业。

投产至今，国投金城冶金始终以高质
量发展为引领，持续加大环保投入，绿色
发展的底色愈发鲜明。 国投金城冶金建
成了一套“硫化脱除重金属、多级中和、
双碱降硬度处理、 超滤—纳滤—反渗透
三级膜过滤”的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对各
类废水进行了分级重复使用。 国投金城

冶金环保分厂副厂长苏江峰介绍：“50%
的纯水回用到工业循环水系统，浓水达标
回用到渣选系统，让每滴水都能完成‘循
环之旅’。 ”

多年来，国投金城冶金不断健全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加快
成果转化应用，以“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
筑牢技术护城河。 企业拥有“河南省难处
理金精矿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
省砷基新材料中试基地”两个省级研发创
新平台，累计获得专利 44 项（发明专利 9
项）、软件著作权 10 项。

下一步， 国投金城冶金将继续锚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标，在稀
缺资源综合利用、低碳工艺研发等领域持
续突破，以实际行动诠释央企的责任与担
当。

李晨涛

“三链融合”的绿色智造跃迁之路
国投金城冶金：

5 月 4 日，灵宝市西阎乡黄河滩涂的芦笋种植基地
一片繁忙景象。 农户们穿梭在田垄间， 熟练地采收、分
拣、装箱；加工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根根褪去外皮的芦笋
经过流水线处理，整齐地装进罐头瓶，完成入库贮存，即
将销往欧美市场。

近年来，灵宝市西阎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续优
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沿黄滩涂综合开发。 当地积极引
导群众发展芦笋、山药、黄花菜等特色农业，同时重点扶
持农业龙头企业，深耕农产品深加工领域。 通过延长农
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
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全乡芦笋种植面积已达 6500 余亩，年产值
突破 5000 万元。 ”灵宝市西阎乡党委副书记纪卫华介
绍道，“我们采取‘合作社 + 农户 + 企业’的经营模式，
对芦笋进行深加工， 推动这一特色产业朝着规模化、市
场化、科技化、生态化方向稳步发展，助力村民驶入致富
快车道。 ”

在灵宝市林茂农业有限公司芦笋收购点，负责人王
建林正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对农户送来的芦笋进行分
拣装袋，随后送入冷藏库。“这个收购点每天能收购 3 至
5 吨鲜芦笋，筛选分级后供应给当地食品加工企业。 ”王
建林说。

外商独资企业宝励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
芦笋罐头，曾因新冠疫情而停工停产。 在西阎乡党委政
府的积极协调下， 该企业与福建客商达成租赁合作，成
立德利福食品有限公司。如今，这家企业年加工芦笋、黄
桃、草莓、葡萄等水果罐头达 12000 吨，其中芦笋罐头
4500 吨，其他水果罐头 7500 吨，年产值达 1.2 亿元。 企
业生产周期也从原来的 3 个月延长至 7 个月，所产芦笋
罐头全部走进德利福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工人们
正忙碌地对芦笋进行清洗、切割、杀菌和包装等工序。在
这里，芦笋被加工成芦笋罐头。“眼下正值生产旺季，公
司每天用工超 300 人，大部分都是当地村民，还带动了
11 户贫困户就业。 ”灵宝市德利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宇介绍。

一根根乳白色的芦笋，既是农户增收的希望，也串
联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随着加工技术不断创
新，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灵宝市沿黄乡镇的芦笋产业正
朝着绿色、高效、国际化方向加速迈进，在乡村振兴的画
卷上描绘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忠民 伍勤鹏

为进一步提升职工的安全意
识和业务能力，近日，灵宝市窄口
库区事务中心开展 2025 年安规
知识测试， 生产一线水电站员工
27 人参加考试。

考试现场， 考生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认真作答。此次考试内容

涵盖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运行
操作规程、应急处置等多个方面，
全面考查了员工对安规知识的掌
握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

此次考试检验了员工安规知
识学习成果，也暴露出薄弱环节。
参与测试员工表示， 通过以考促

学，大家深入掌握了安全知识，提
升了业务素质与安全意识， 强化
了职业技能，保障了安全生产。

下一步， 该中心将以此次测
试为契机， 持续加强相关活动开
展， 为电站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 杨春娟

“五一”小长假
灵宝文旅市场热度爆表

强化技能提升 筑牢安全防线
灵宝市窄口库区事务中心：

在十三届灵宝市委对村
巡察“回头看”工作中，巡察
组紧盯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这
一重点，从民生问题着眼，充
分发挥巡察监督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 把边巡边
改、 立行立改贯穿巡察工作
全过程各方面， 推动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图为工作人员在函谷
关镇孟村走访群众。

杨蓓蓓 摄影报道

黄河滩涂“白金”生
芦笋产业绘新篇

灵宝市西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