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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
并 主 持 召 开 加 强 荒 漠 化 综 合 防 治 和 推 进“ 三 北 ”等
重 点 生 态 工 程 建 设 座 谈 会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郝鹏主持会议

＞＞详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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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委 常 委 会 召 开 会 议

“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来不得半点马
虎，容不得丝毫差池，不允许任何懈
怠。”日前，阜蒙县政府县长包峰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为指引，深入贯彻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知责于心、担责
于身、履责于行，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筑
牢安全发展屏障，用党员干部的“辛苦
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平安指数”。

近年来，阜蒙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强化
责任落实，深入开展隐患治理，全县安全

生产事故逐年减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向好。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层地区
的应急管理水平依旧无法完全满足工作
需要，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处置、轻预
防的情况，一些应急管理领域的历史积
弊尚未完全解决。解决城乡之间应急管
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提升应
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水平，是阜蒙县当前
正在重点研究的课题。

包峰说，今年，省、市相继启动实施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作为民族
区域自治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键时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生产安全
存在的突出问题势必日益凸显。有效
预警监测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快速、准
确、有效决策，把损失降到最低，把影

响减少到最小，是阜蒙县需要面对的
长期任务。

包峰表示，居民安全感是衡量社
会公共安全治理状况的“晴雨表”。政
府监管部门有效监管的前提是充分且
真实地掌握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数据
信息，而这些企业数据统计、人员努力
程度、原材料来源以及生产技术等信
息的搜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成本。因
此，政府需要在面对纷繁芜杂、真假难
辨的信息时第一时间作出合乎事实的
判断，加之目前风险呈现的多样化、耦
合度高的变化趋势背景下，政府和监
管部门要想完全掌握存在极大困难，
而社会公众正是矫正政府监管失灵的
重要组成力量。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张领山 马洪涛
张 帅）6月9日，县委书记刘彦鸿在县
委三楼常委会议室会见中国冶金地质
总局一局副局长麻丰林一行。双方就
泡子镇查马屯铁矿项目进行了深入洽
谈并达成初步合作共识，希望发挥各自
优势，加快推进项目合作开发。

会见中，刘彦鸿对麻丰林一行表示
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省实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阜新市“双千双
百”目标、阜蒙县“百十一”奋斗目标以
及泡子镇查马屯铁矿项目具体情况，并
提出了合作愿景。

刘彦鸿指出，阜蒙县地域大、资源

多，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交通优势、
政策优势、资源优势，欢迎央企到阜蒙
县投资兴业，实现政企双方协作共赢。
希望央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积
极参与到阜蒙县资源项目合作勘探开
发中来，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
责任人，快速推进泡子镇查马屯铁矿项
目合作开发。下一步，我县将秉持生态
环保理念，加大合作力度，全力打造最
优环境，为项目推进提供最优服务。将
成立项目专班，及时交流对接，提升合
作层次，实现共赢发展。

麻丰林详细介绍了企业基本情
况，并邀请县相关领导到企业参观考

察。麻丰林表示，作为地质勘查行业
的“国家队”和“排头兵”，企业对泡子
镇查马屯铁矿项目开发非常有信心，
也有能力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下
一步，将发挥央企优势，履行央企职
责，深入落实央地合作，在新时代东
北振兴上展现央企更大担当和作为，
以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助推阜蒙
经济腾飞。

县委、县政协相关领导以及县委
办，阜新氟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县生态
环境分局、工信局、自然资源局、商务
局、泡子镇、城投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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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鸿会见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一局副局长麻丰林一行

统筹发展和安全 筑牢安全发展屏障
——访阜蒙县县长包峰

辽宁阜蒙县政协助力玛瑙产业升级

延续“石头唱歌”的传说
据说《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那块美玉

就是我国北方出产的缠丝玛瑙。对于世
代从事玛瑙雕琢的十家子玛瑙人来说，这
就是定论。

十家子镇隶属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下称阜蒙县）。镇党委书记齐金海
告诉记者，十家子玛瑙开采和加工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历史上以辽、清时
期最为兴盛。时至今日，那里形成了全国
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加工集聚
区。全镇有1万余人从事玛瑙相关产业，
带动周边地区3万人就业，市场主体大都
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据估算，2022
年区域玛瑙产值达15亿元，销售收入达
13亿元。2016年，十家子镇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玛瑙之都”。

十家子“世界玛瑙之都”的名头振聋
发聩，然而，记者在十家子镇看到的场景
并没有想象中的火爆。点石成金玛瑙工
艺厂的负责人王平说，目前店面每日的流
水也就是2019年疫情前的一半。盛源玛
瑙的展厅里已经好久没有添置新品，“少
东家”马建伟正在筹划着去昆明参加“石
博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看看，学学
经验。”天宇珠宝的总经理张雷干脆就不
再设置玛瑙成品展厅，而把销售渠道重点
放在了网络直播和客户定制上。

传统玛瑙产业将向何处去？阜蒙人
也在思考。阜蒙县政协委员段然，曾向县
政协提交《关于加快推进十家子玛瑙特色
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在这件提案
中，段然悉数了十家子镇玛瑙产业发展存
在的现实问题：产业链条相对单一，附加
值低，受制于上下游环节；高端专业人才
缺少，存在人才流失风险；缺少终端品牌，
品牌建设意识薄弱；行业竞争不够规范，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动力。面对问
题，段然给出的“解药”就是以玛瑙产业为
依托升级特色小镇，整合文旅资源，推动
十家子镇多产业融合发展。（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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