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沟沟湾湾价值无限。我市谋

定而动、沟壑在胸，拉开“多彩

平顶山 九沟十八湾”品牌建

设大幕，决定用 3 年时间，在

有山的沟域、带水的片区，集

成发展露营、研学、美食、旅游

等产业，打造若干条各具特色

的生态沟域廊道、若干个农文

体康旅生态湾区、若干条网红

路和若干个网红村庄，将美丽

山水、美丽资源转化成美丽经

济，逐步形成景观相互支撑、

产业相互融合、利益相互联结

的生动实践。本报今起开设

“多彩平顶山 九沟十八湾”专

栏，探索沟湾发展路径，解锁

乡村振兴密码。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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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我市召开“多彩平顶

山 九沟十八湾”乡村振兴品牌建设动

员部署会，并发布“九沟十八湾”名录，

卫东区土寨沟名列其中。

8月 30日，记者徒步土寨沟，探寻

各村因沟而兴的致富密码。

土寨沟南起金牛山北麓，下游注

入东高皇街道观上村第一水库，最终

汇入芝河。土寨沟全长约 7 公里，连

接东高皇街道的上徐、土寨沟和观上 3

个行政村，沿线人口近万。2017年始，

东高皇街道对土寨沟沿线 3个村集中

进行环境整治，并按照“一村一品”的

思路发展特色产业，帮助村民逐步走

上致富路。

土寨沟沿线既有保存完好的战备

粮库和红砖窑遗址，也有知名的金牛

山，再加上观上村的“四库连珠”，具备

发展文旅文创产业的坚实基础。

“今年上半年虽然旱情比较严重，

但是村民积极自救，拉水上山浇树。目

前来看，今年的石榴收成要好于往年。”

8月30日，上徐村党委副书记毛战说。

上徐村是土寨沟的起源地，该村依

托金牛山打造了全省知名的金牛山软

籽石榴园，并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991年，我市进行山区小流域治

理，各单位各部门工作人员和村民一

起开荒种树，当年开垦荒山2000余亩，

全部种植适应性好、抗病力强、栽培容

易的石榴树。”该村党委书记郭战广说，

经过30余年持续不断的补栽、更新，目

前金牛山石榴园达到 7000 亩（1 亩≈
666.67平方米）。

金秋时节，漫步金牛山，漫山遍野

都是丰收景象，部分石榴已泛红。

“我们家承包了 20 余亩石榴园，

现在石榴已经很甜，但颜色还不够纯

正，预计 9 月中旬上市。”正在树下劳

作的上徐村 4 组村民郭建立说，要想

石榴有好收成，必须注重管理，下多大

功夫就有多大收获，“今年一亩地的收

入应该在 4000元以上。”

为进一步提升石榴的价值，2023

年，该村村集体投入 50余万元建造了

一座冷库，对石榴进行反季节销售。

“前段时间，村‘两委’干部外出考察，

准备投资建设深加工生产线，生产石

榴茶、石榴汁等产品，促进村民和村集

体增收，让金牛山真正成为流金淌银

的致富山。”毛战说。

2019 年，该村投入资金和人力对

土寨沟进行整治，修整了护坡，平整了

沟底，并对两岸进行了绿化美化，昔日

的荒山沟成了景观长廊。

土寨沟村的快速发展始于 2022

年。为深入盘活山水林田资源，卫东

区当年引入河南中旅集团，投资 2.7

亿元在该村建设逍窑妙境乡村民宿产

业文化园。该项目深挖窑洞文化、粮

库文化，打造了包括粮库民宿、老民居

合院民宿、新型粮仓民宿、共享菜园民

宿等在内的乡村民宿集群。

“部分村民通过租赁老民居，每年

都有不菲的租金，收益比较稳定。”该

村驻村主任助理杨帆说，该村还与逍

窑妙境合作，利用闲置土地建设共享

菜园民宿，既吸引了游客，又有效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逍窑妙境的正门处，新修的木

质步行栈道蜿蜒向下，直达土寨沟村 3

组。栈道上还修建了两个观景台，可

以饱览沿线绿树翠竹美景。

该村还依托山势修建了乡韵坊，

修砌了泄洪道，修建了木拱桥。“每年

雨季，我们村就会重现小桥流水、鸟语

花香的盛景。”杨帆说。

“栈道建好后，进一步带动了村里

核桃、粉条、野生葡萄酒等农特产品的

销售，尤其是逍窑牌葡萄酒，销量翻了

一倍有余。”杨帆高兴地说。

观上村位于土寨沟的下游，4座首

尾相连的水库美轮美奂。

“目前，我们沿着水库修建了停车

场、观景台，方便游客近距离亲水、休

闲。”该村村委委员吴丽说。

2022 年，该村紧紧抓住逍窑妙境

乡村民宿产业文化园兴建的契机，从

逍窑妙境修建了一条长达 5公里的水

泥路，把两个景点连在了一起。“这既

是一条旅游路，也是一条健身路，每天

都有村民沿着这条路锻炼。”吴丽说，

村里将依托丰富的水资源，邀请专业

机构规划设计，沿着水库建设闭环健

身步道，并在水库边打造一条高品质

商品食品街。

“‘多彩平顶山 九沟十八湾’品牌

建设是市委、市政府立足我市市情实

际、深入推进乡村振兴鹰城实践的重

要举措。”卫东区副区长、东高皇街道

党工委书记胡瑞挺说，作为九沟的重

要一极，街道将全力抓好土寨沟和美

乡村先导片区产业发展提速、村容村

貌提质、乡村治理提效、民生服务提

档 ，为 我 市

打造生态沟

域 、湾 区 绿

色发展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朱 江 淼 实

习生 李卓）

土寨沟：一道小山沟 富了一方人

本报讯 （记者李鹏程 通讯员

平党申）8 月 30 日，汝州市夏店镇

组织辖区 20个行政村、学校、重点

企业等 50 多家单位的负责人，开

展专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发生火灾最佳的扑救时间是

初始阶段，要第一时间报警，使用

相应专业灭火工具迅速扑救。”在

培训会上，汝州市消防大队宣教员

李俊乐对夏店镇各单位与会人员

进行了专业讲解。李俊乐从火灾

的主要特性、预防办法、应急处理、

逃生方法等方面向与会人员进行

讲解，并重点讲解了校园常见的火

灾安全隐患。

据夏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

德地介绍，夏店镇辖区共有“九小”

场所 226家，为加强这类场所的消

防安全管理，夏店镇应急管理办公

室将防火巡查记录表格化，并把用

火用电管理、建筑防火、安全疏散、

消防设施器材等量化为 35小项检

查内容，制成防火巡查记录表，采

取每天企业自查、每周村组排查、

每月镇级检查等措施。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 通讯员

杨春梅）8月 30 日上午，卫东区市

场监管局联合区教体局在五一路

小学阶梯会议室召开全区秋季校

园食品安全工作部署暨培训会，辖

区学校、托幼机构、集体用餐配送

等相关单位的150余位负责人参会，

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100余份。

会上强调，要加强学校食堂标

准化引领，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

力；要加强大宗食材集中采购管

理；要持续巩固提升互联网+明厨

亮灶建设成果；要强化执法检查，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与执法稽

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会议还就《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

单》，结合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中餐饮具清洗消毒、病媒生物防制

等突出问题进行业务培训。

在秋季开学前，卫东区市场

监管局和区教体局联合下发《关

于加强 2024年秋季学期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学校和

幼儿园加强环境治理，防制有害

生 物 ，严 防 严 控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

要严格落实招标管理，从源头上

确保食材品质；要加强学校及校

外供餐单位监督检查，对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

快处罚。

开学季 抓安全

汝州市卫东区开展安全培训

8月 28日，在鲁山县下汤镇齐

氏麦秆画传承保护基地，齐胜广在

精心制作麦秆画。“麦秆画制作有

1000多年历史了，我要把它传承下

去，只要有人想学，我就免费教。”

他说。

“我是残疾人，懂得残疾人的

不易。”今年 62岁的齐胜广在两岁

时不幸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双腿至

今不能行走。凭着坚韧不拔、不向

命运低头的毅力，齐胜广读完高中

后，到外地学习了几个月的服装裁

剪技术，1982 年开了缝纫铺，后又

扩大成服装店，生意越做越红火。

“我在店里挂了个牌子，军人、残疾

人、老人和儿童优惠，直到现在还

是这样。”他说。

小时候在田地里玩耍时，齐

胜 广 用 麦 秆 编 过 小 动 物 。 199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新

乡市一位制作麦秆画的老师，顿时

找回了儿时记忆，之后不断前去学

习。2014年，齐胜广参加了省残联

开办的麦秆画培训班，系统学习了

制作技艺。此后，他一心从事麦秆

画创作。

麦秆画又称麦秸画、麦草画、麦

烫画、烧烫画等，始于隋唐，兴于宋

明，精于清。麦秆画是纯手工工艺

品，取材于田野之间，麦秆经蒸、

煮、浸、泡、剖、刮、碾、裁、剪、烫、

染、粘贴、组合等十几道工序，才能

制作成画。

齐胜广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大胆创新，吸收了国画、版画、

剪纸、浮雕、烙画、书法等艺术形式

的表现手法，创作出的麦秆画古朴

典雅、栩栩如生。他的麦秆画制作

技艺被认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他也被确定为市级非

遗传承人。

后来，齐胜广发现，引导残疾

人群体从事麦秆画，这是一种创新

型就业方式。“大部分残疾人有着

强烈的就业需求，渴望通过掌握

就业技能实现自立自强和增收致

富 。 我 通 过 制 作 麦 秆 画 有 了 稳

定 的 收 入 ，想到还有不少残疾人

生活困难，就想帮帮他们。”他说。

2017年，齐胜广筹措资金建起

一座小楼，并将其中 5 层作为培训

室、工作室、展览厅等。为方便残

疾人上下楼，他不但把部分楼道

改造成无障碍通道，还专门安装

了一部电梯。当年，齐胜广就招

收 了 不 少 残 疾 人 学 员 。 2021 年

冬，市残联还在此举办了为期两

个月的残疾人职业技能麦秆画创

作培训班。

如今，这个传承基地已培训

600 余人次，带动 157 名残疾人就

业。 （本报记者 常洪涛）

点草成金 麦秆绘就美画卷
9月 1日，在四矿百米井下的二水

平己三采区制冷硐室，三台巨大的制

冷主机发出轰鸣，源源不断为工作面

工人送去清凉。

降温设备投入使用后，运行稳定

吗？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现场还有哪

些问题需要解决？该矿副总工程师王

思红针对降温设备的维护对相关人员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该矿井下降

温工程的负责人，今年 4月以来，他每

周都要带领相关部门人员深入到百米

井下的降温工程现场，解决设备安装

运行维护难题。

“矿井高温热害是国内外采矿界

公认的科技难题。”王思红介绍，一般

情况下开采深度每增加 100米，温度将

增加2℃至4℃，在900米深岩处，温度

能达到 38℃左右。到了夏季，工作面

格外闷热，痱子、湿疹、中暑等都很常

见。“以前经常会看到工作面的矿工

汗流浃背在干活，看着让人心疼……”

王思红说。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携手格力

电器公司成功研发矿用局部制冷设

备。四矿积极谋划部署井下降温工程

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共建成投用4套井

下降温系统。其中，己15-31080采面降

温系统于6月30日八点班正式运行。

“我们主动与河南理工大学合

作，把二水平己三采区局部降温系统

的降温方式由风冷升级改造为水冷。

提到今年降温工程最大的创新，王思

红说，这样一来，降温设备通过预制的

保温管就能将制出的 5℃低温冷水输

送到采区的各个作业头面，制冷范围

成倍扩大，服务年限也由 1年至 3年提

高到5年至6年，还解决了采掘战场变

动导致设备搬家移机难的问题。

同时，该矿在三水平己一采区中

部建立永久性降温硐室，并安装两套

降温机组，使降温系统总制冷量达到

4000kW，满足了整个采区两个掘进

面、两个综采面的降温需要，并在三水

平己一、己二采区的一处接合部安装

降温设备，将两个采区的降温系统并

网连接，实现降温需求可根据生产实

际及时调整。

现在，四矿井下温度、湿度均得到

有效下降，采煤工作面进风巷风流温

度平均下降 5℃至 8℃，湿度平均下降

10%至20%，掘进工作面风筒出风温度

平均下降 10℃至 15℃，湿度平均下降

15%至25%。“中暑现象基本改观，工伤

事故率同比下降近30%。”王思红说。

当天下午，在四矿井口，刚刚下班

走出矿井的掘进一队职工郑昊说，“过

去，夏天上班汗就不会停，鞋子里全是

汗水，现在的条件太好了。”郑昊说。

目前，中国平煤神马累计投入超5亿

元，用于购置局部制冷设备40套，已在11

对矿井的40个热害严重的采掘工作面投

用。（本报记者 赵志国 通讯员 熊璐琳）

井下降温 凉风吹向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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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李心悦）8 月 29 日，从鲁山抽水蓄

能电站传来喜讯，地下厂房工程提

前 33 天全部开挖完成，为后续机

电安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山抽水蓄能电站位于鲁山

县 西 南 的 四 棵 树 乡 和 赵 村 镇 境

内 ，是 省 重 点 能 源 项 目 ，总 投 资

86.77 亿 元 ，电 站 装 机 容 量

1300MW，枢 纽 工 程 主 要 由 上 水

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和

地面开关站等组成。该项目由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河南鲁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经

理部承建，建成后将为全省提供

安全可靠的电力能源，推动地区

能 源 低 碳 化 发 展 和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

地下厂房洞室开挖尺寸为 164

米 × 25.5 米 × 59.9 米（长 × 宽 ×

高），埋深约 420米，自上而下分六

层施工。自地下厂房开挖施工以

来，水电十四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地

质条件、紧张的施工周期以及高标

准的工程质量要求，积极统筹规

划，优化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

中，项目团队采用首层中导洞两侧

先后开挖、聚能爆破管装药双向

爆破、岩锚梁一次光爆成型等施

工技术，克服了开挖过程中的岩

石应力释放等难题，有效保证厂

房开挖成型质量。

鲁山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开挖完成

（上接第一版）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单班作业人数由 22人减至 6人，常

态 化 运 行 率 接 近 80% 。 建 成

“5G＋规 划 开 采 与 数 字 孪 生 ”系

统，形成了全国深部矿区综采工作

面透明开采技术应用示范。

——“5G＋”助力洗选变“智”

选。该集团自主研发的“5G＋智

能选矸”系统已在 9家矿井成功投

用，与中兴通讯联合搭建的“5G＋

智能分选数字星云平台”，经鉴定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矸石选出率在

90%以上，效率提升 60%，原煤灰

分降低 6个至 10个百分点。

采煤智能化工作面和掘进智

能化工作面建成后，人均工效分别

提高 20%、30%以上，自动化综合

远程控制率提升至 81.3%，煤矿生

产效率提高 15%以上。

汇“智”为安，注入高
效生产新活力

在梁北二井煤业公司主排水

泵房，5G＋AI 智能巡检机器人每

天 24 小时通过 5G 网络实现检测

数据和控制命令的传输。

这是该集团联合中国移动和

华为打造的 5G地下专用移动通信

网络及“小快灵”（投资小、部署快、

效果灵）应用场景之一，投入使用

后达到少人、增安、提效的效果。

在实现智能采、掘、选的基础

上，该集团还积极引入智能监测、

AI分析、智能巡检等先进技术，大

力推广“5G＋”设备应用，助力煤

矿生产辅助系统提档升级。

目前，该集团已实施供电、压

风、运输等 352个子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自动化综合远程控制率提

升 至 84.3% ，优 化 用 工 4000 余

人。该集团还积极探索 5G 与精

准定位技术融合，成功开发应用

井下智能无人驾驶系统，运输效

率提升 41%；投用 29 台煤矿巡检

机器人，建成河南省规模最大的

矿用机器人集群；推广应用“云、

边、端”协同的煤矿 AI视频识别技

术，实现智能监控、精准分析、超

前预警。

提“智”增效，催生数
据共享新成果

平宝公司是该集团智能化矿

山建设的典范，也是河南省唯一获

评“煤炭行业标杆煤矿”的企业。

8月 26日下午，该公司中央变

电所空无一人，巡检机器人沿着轨

道上下左右移动，用“鹰眼”在每个

供电开关上读取数据，实时传回调

度指挥平台。

无人值守，减人提效，是智能

矿山建设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该

集团将 5G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构建

煤矿集控“一张图”“一道墙”“一平

台”，做到基础设施共建共用、信息

系统整体部署、数据资源汇聚共

享、业务应用有效协同。

该集团成功搭建了骨干环网，

在 14处矿井建成万兆“数字高速公

路”，为智能化采掘、无人驾驶、视

频分析等多场景应用提供精准信

息定位导航；建成行业一流的云中

心、算力中心和大数据中心，100多

项核心业务上云用云，打通多网融

合的数据传输“大动脉”。

目前，该集团在 19处矿井建成

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各生产系统

实现数据集成、业务融通、一体应

用，构建了安全生产信息管理“一

张图”；11 处矿井完成工业控制安

全平台建设，构建了工业控制系统

网络防御“一道墙”；20 处矿井建

成工业视频平台，实现井下生产工

况在线监测、实时感知、超前研判，

构建工业视频监控“一平台”，打造

安全高效开采“智慧大脑”。

向“智”发力，步履不止。未来

3 年，该集团煤矿的主要机房硐

室、主煤流运输系统等将全面实现

生产作业、辅助运行和安全监测监

控等系统数据互联互通，新建国家

级智能化示范煤矿 4—5 处、省级

智能化煤矿 5处，智能化产能占比

达到 70%，加快推动煤矿数字化转

型重心由示范先行向全域推广转

变、由局部智能建设向系统协同集

成转变。 （本报记者 赵志国）

平煤神马：凌“云”壮“智”向“新”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