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
环高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企业发
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彬县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彬煤公司）成立
之初产业仅为煤炭采掘和销售，产业产
品结构较为单一。特别是1998年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以来，面对资源约束趋
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
峻形势，彬煤公司牢固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积极
发展循环生态经济、实现清洁绿色发
展。彬煤公司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全过程，积极
探索能源企业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施煤炭资源深加工，推动煤炭资

源绿色高效利用。为了减少粉尘和煤炭
燃烧排放气体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产品
附加值，彬煤公司于2003年投资6289
万元，引进美国、澳大利亚先进技术和
设备建成了彬长矿区第一个洗选能力为
300万吨的下沟煤矿洗煤厂；2013年
投资3.93亿元，建成第二座处理能力
为300万吨的末煤洗选系统；2017年
又投资 2.4 亿元，建成了洗选能力为
800万吨/年的雅店煤矿洗煤厂。公司
煤炭洗选能力达到了1400万吨/年，经
过分选、精洗使煤炭产品由原来的4个
增加到12个品种，灰分、水分都小于
10%，硫分小于0.5%，发热量为28－
32MJ/KG，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等地，主营产品“彬煤”“泾河
牌下沟煤”“蒋家河煤”已注册商标，

“泾河牌下沟煤”曾被列为陕西省名牌
产品，荣获咸阳市市长质量奖，“雅店
精煤”产品曾被评为中国名优产品，实
现了较好的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水资源循
环利用。彬煤公司按照绿色矿山的建设
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资源开发的
前置条件，强化水资源的节能保护和循
环利用，公司下沟煤矿、蒋家河煤矿、
雅店煤矿都建设了技术先进的污水处理
厂，矿井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5.26万
m3，污水经处理后水质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规定标准，用于电厂锅
炉循环冷却水、锅炉软化水及选煤厂生
产用水、井下洒尘、工业场地绿化、井

下消防等，全部实现了工业废水的零排
放和循环利用。

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全面提高
发展质量。为了减少煤矸石对环境的
污染和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实现煤矸
石资源的循环利用，彬煤公司优化结
构，着力构建清洁绿色产业新格局。
经过26年的改革创新发展，先后投资
建设了 300 万吨/年下沟煤矿、90 万
吨/年蒋家河煤矿、2×200MW 煤矸
石电厂、60万吨/年甲醇生产线、120
万吨/年水泥粉磨站、400 万吨/年雅
店煤矿、三座污水处理厂、三座洗选
厂等关乎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经济产
业项目，成功打造了煤-电-建材、
煤-煤化工、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

产业链，走出了一条发展煤、优化
煤、提升煤的新型产业化道路，实
现了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技术型转变。成功打造了水资源循
环利用、煤炭-电力-建材、煤炭-
煤化工循环经济链。三条产业链年
可实现循环经济产值 20 亿元，实现
了 工 业 废 物 的 循 环 利 用 和 资 源 的

“吃干榨净”。
积极实施节能降耗战略，全力建设

生态文明企业。彬煤公司建立并完善了
企业节能减排各项制度措施和考核机
制，狠抓节能减排体系建设，引进先进
技术、设备、工艺，使煤炭回收率提高
85%以上；大型设备节电率达到15％
以上，节能灯具普及率达到100％；采

用世界最先进的布袋除尘法和国内最先
进的炉内喷钙脱硫法，使电厂除尘效率
达到了99.9%以上，脱硫率达到95%以
上，锅炉烟气、烟尘实现达标排放；公
司累计投资10.5亿元，在各矿区、厂
区建设主题花园，绿化率达到85%以
上，花园式矿山（厂区）、生态型企业
的发展定位基本形成，公司被授予陕西
省节能示范企业、陕西省园林绿化示范
单位，“联合国清洁煤示范和推广企
业”，国家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全国安
全高效矿井等荣誉称号。

奋进新时代，全体彬煤公司人必将
坚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沿着绿色、循
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抒写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华章！

彬煤公司：坚持生态文明 拥抱绿色未来
文/李卜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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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下午，位于银川市光明广
场的宁夏人民会堂，自治区政协全会进
入大会发言环节，杨茂平委员最后一个
发言。

杨茂平是宁夏同心县的一名回族群
众，他讲了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2023
年 12 月 18 日，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强
烈地震，他和朋友赶赴现场抗震救灾。
在路上，他们看到了穿着不同民族服装
的人们、挂着不同省区牌照的救灾车辆
源源不断赶往灾区，运送的赈灾物资也
多种多样；在灾区，党旗、国旗、军旗
高高飘扬，到处都有临时党支部指挥中
心，有专业救援队伍和医疗救助站，有
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在现
场，他还看见各族群众携手救灾，有汉
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土族、东
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让他切身感
受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血浓于水的
骨肉亲情。

杨茂平用方言浓厚的普通话娓娓道
来，饱含深情。说到感动处几度哽咽。
现场静寂无声，大家似乎也看到房屋倒
塌、呵气成冰的震后场景和红旗招展，
各族群众患难与共、齐心协力守护生命

的暖心救灾现场。
一幕幕场景、一桩桩故事让杨茂平

一次次泪流满面，记忆深刻，也让参会
者深受感染。

发言结束，杨茂平从主席台下来
时，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掌声里，
有对政协委员助力抗震救灾的赞赏，也
有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强烈共鸣，更有
对伟大祖国美好明天的衷心祝福。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
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超
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各民族的
共同追求和精神依归。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不仅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
开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就
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正如杨茂平所
说，大家坚信，只要中华儿女团结一
致、众志成城，定能汇聚起磅礴力
量，书写发展传奇，共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

（范文杰）

一次泪流满面的发言2023年 12月 18日 23时 59分，
甘肃积石山县发生强烈地震，我居住
的宁夏同心县也震感强烈。我非常担
心，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直
焦急地关注着电视和手机新闻。当从
新闻中得知同胞重大伤亡的消息后，
我心急如焚，牵挂着同胞的安危冷
暖。严寒的冬天，他们地处高海拔、
高严寒地区，夜晚住在哪儿？有没有
棉衣棉被？有没有饭吃？伤者是否得
到及时救治？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子
女的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小孩，有没有
得到及时关爱？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
的脑海中不断涌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血
浓于水，亲如一家。家人罹患灾
难，我岂能无动于衷？必须为灾区
同胞做一点事。我想，我个人的力
量是微薄的，但我们56个民族、14
亿同胞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就没有不可战
胜的困难！

天一亮，我就多方联系亲戚、朋
友、邻居、同学和周围群众。经过2
天的忙碌，筹集到100吨煤、5万元
钱（包括我自己携带的2万元）和少
量生活物资。12月22日，我与3名

朋友拉着3大卡车煤和一些物资赶往
灾区。

从宁夏驱车赶往震区的路上，我
们看到了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们、
挂着不同省区牌照的救灾车辆源源不
断赶往灾区，运送的赈灾物资也多种
多样。大家风尘仆仆，心情急迫，都
希望尽快到达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这些画面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让我无比感动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拳
拳爱心和万众一心。路虽远，心相
连，纵然远隔万水千山，隔不断中华
民族的手足之情。

在灾区，感受中华民族的骨肉亲
情。在救灾现场，汉族、藏族、维吾
尔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
族、保安族等民族携手救灾，各族群
众互帮互助，不分彼此，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在大河家村救灾广场，网红
新疆抓饭老板阿力木忙着给灾民送
饭，他忙完后和我拍照合影，这是我
们不同民族患难见真情的见证，我将
永远珍藏。有一名小孩失去了双亲，
只剩下他和爷爷；有一位妈妈失去了
三个孩子，泪眼如断线珍珠，令人无
比心酸。但他们身边都有不同民族的
人们在安慰、照顾。在生活服务志愿
站、食物领取点，各族群众有序排

队，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在最困难
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患难
与共、风雨同舟的骨肉亲情。

在心中，感怀伟大的党、伟大的祖
国。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
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
救灾现场，党旗、国旗、军旗高高飘
扬，到处都有临时党支部指挥中心，有
军人和专业救援队伍，有医疗救助站，
有各种救灾设备，有志愿服务站，有食
物领取点……保证了各族群众基本生
活。一辆辆救护车呼啸而过，保证了伤
者及时救治。这些鲜活的场景，再次证
明了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
位置，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证明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祖国的

伟大！
在灾区的3天里，我看到的一幕幕

场景，听到的一桩桩故事感人至深，我
不止一次泪流满面，让我深切感受到中
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切身感
受到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多么的
重要！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宗教界委员，我
将努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作
表率，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更好地承担起引导界别群众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地震无情人有情，中华民族一家
亲。我坚信，只要我们56个民族同胞
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万众一心共
圆伟大中国梦，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幸福美好。

（杨茂平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
员，现供职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爱民清
真寺）

永远铭记救灾现场的民族兄弟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杨茂平讲述抗震救灾的民族故事

杨茂平 口述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整理

天津西北角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回族居民
占该地区总人口38%，属地铃铛阁街道回族居民占
比62%。天津市红桥区政协调研了解到，西北角地
区245家食品商户中，回族餐饮商户占90%以上，
其中有3家“津门老字号”、1个民族食品市级“非
遗项目”、7个区级“非遗项目”，民族美食早点入
选津津有味首届天津地标美食。天津西北角因其浓
厚的民族特色美食氛围成为众多新媒体平台推介的

“探店神地”、外地食客的“网红打卡地”，抖音、
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相关视频最高流量超过百
万，西北角早点成为天津旅游新爆点，超八成游客
来自外地，其中京、冀游客占近40%。

“西北角民族美食作为天津特色必将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打卡。”为进一步擦亮西北角民族美食文
化品牌，区政协认为，提升西北角民族特色美食街
区饮食环境迫在眉睫。

西北角地区民族美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
目前在文化内涵挖掘上展现还不充分，在宣传、布
局、形式等方面还有较大潜力可挖。在区政协调研
组看来，要继续扩大西北角美食文化宣传力，增加
核心区墙面涂鸦点位、打造天津西站和西北角特色
主题地铁站，借助高粉丝量自媒体人、市级主流媒
体的影响力，创新宣传推介形式。

“建议打造回族武高跷（天安寺同乐高跷）等
非遗项目区域特色旅游文化，丰富文旅内容，并拓
展旅游承载空间。”红桥区政协主席张玉刚告诉记
者，西北角美食商户大多分布在西关大街、欢庆西
胡同两侧、西马路西侧以及清真南大寺周边，空间
十分有限，建议以此区域为核心，辐射西关北街，
对区域整体规划，提升改造，增设公共旅游服务设
施，打造成像重庆磁器口一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美
食街区。

游客多了，如何提供安全保障？区政协认为，
随着游客的不断涌入，西北角地区消防、燃气、食
品安全以及市容环境秩序等方面管理压力不断增
大，且尚未形成科学、长效的管理机制，建议成立
西北角地区旅游服务管理联合领导小组，探索建立
科学、长效的区域管理机制，进一步压实市场监
管、消防安全、市容治理属地责任，不断提升当地
综合治理水平，确保安全发展。

2022年，西北角地区铃铛阁红石榴民族团结
进步广场落成，广场的建成提升了人气，区政协调
研发现，广场周边也存在着街区老旧、道路狭窄、
商铺凌乱等问题。为此，区政协建议打造以红石榴
广场为主线的西北角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对这
一区域进行微改造、微美化、微提升，营造具有民
族特色的视觉氛围，使之成为独具魅力和影响力的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沉浸式体验街区，寓各民族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主题宣传于民族
美食文化之中。

调查显示，约有两成外地游客表示西北角津味早点虽然很有特色，但不太爱
吃。在区政协调研组看来，持续改善西北角早点等民族特色美食的营养健康至关
重要，建议引导提升西北角早点小吃精细化加工，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注重
少油少盐、低脂低糖、小份经营，如锅巴菜、面茶、耳朵眼炸糕等可增加小份+
多品类选项，制作出符合多元消费需求的美食。

“天津市共有清真老字号22家，其中永元德、大福来、鸿起顺等老字号在全
市开设店铺49家。建议以优化提升津味民族特色美食营养健康水平为契机，扩
大天津民族餐饮老字号可持续竞争力，制定《天津民族特色美食地图》，投放美
食菜单，宣传特色美食文化，使外地游客一日三餐都能品尝到营养健康的津味民
族特色美食，通过留住游客的胃，进而拉动在津城吃、住、行、游、购、娱整体
消费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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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要切大块，这样肉汁会更
多。”蹿出炉的火苗烤得羊油嗞嗞
响，阿卜来提·杰力力一边轻松而有
节奏地翻转着一把把肉串，一边向几
名小青年细致地讲解着烧烤技能。

阿卜来提·杰力力是浙江省嘉兴
市海盐县武原街道一家烧烤店店主。
他不仅自己努力经营，还一直尽最大
的努力，带领更多老乡共同团结致
富。这些年，他先后培养了100多名
烧烤师傅，还帮助 7 位老乡开店

创业。
3年前，阿卜来提·杰力力将餐厅

面积扩大到200平方米也招募了更多
民族群众一起工作。为了更好服务大
家，阿卜来提·杰力力计划在餐厅成
立民族团结工作室，积极参与海盐县
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很快，海
盐县首家民族工作室——亚克西民族
工作室在阿卜来提·杰力力的餐厅
成立。

“‘亚克西’是维吾尔语‘好、

棒、优秀’的意思，既体现了团队成员
的民族特色，也寓意了团队致力增进民
族团结的目标。”阿卜来提·杰力力介
绍，工作室成立后，不仅积极参与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活动，还为从新疆来海盐
工作的少数民族同胞提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和政策法规学习、创业工作指导
等。“我们都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石榴
籽’”，

除了成立工作室，阿卜来提·杰力
力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他与辖区内困

难家庭儿童开展结对，还带头组织店内
员工参加无偿献血，积极参加街道组织
的爱心捐款活动。

“我们老家用水比较困难，种地、
喝水不是太方便，我在这里过上了好日
子，就想着帮一帮家里的人。”阿卜来
提·杰力力说。这些年，他拿出数万
元，给家乡新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的全
村村民家庭送去了饮水机，缓解了村民
们的饮水问题。同时，他还为村里的孩
子们购置学习用品及玩具。

2023年12月7日，阿卜来提·杰
力力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激
动地说：“共产党员最讲责任心，我将
更尽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做好共同富裕带头人，与各民族群众一
起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的幸福日
子‘亚克西’！” （曹舒涵 孔子豪）

共同富裕的幸福日子“亚克西”！
——记浙江省海盐县首家民族团结工作室

在救灾现场，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携手救灾，各族群众互帮
互助，不分彼此，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杨茂平委员杨茂平委员 （（右右）） 在甘肃积石山救灾时和新疆抓饭老板阿力木在一起在甘肃积石山救灾时和新疆抓饭老板阿力木在一起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非遗项目像一颗颗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定中华民族文化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52岁的葛海丽是达
斡尔民族服饰的非遗传承人，她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的一名政协委员，
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在葛海丽眼里，老百姓家里的
物件都是她创作的源泉，一块毛毡，一个树根，一把散珠，在她的手下都能变
成富有民族气质的工艺品。图为葛海丽向游客展示达斡尔民族服饰的手工制作
技艺。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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