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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废成”金”企业“包袱”变财富
凤县以科技助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阳光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罗斐）宝鸡市信
用宝鸡大讲堂暨创建全国信用示范市业务培

训会召开后，千阳县高度重视，迅速将会议精

神转化为具体行动，积极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向纵深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坚定践行政务诚信，树立公信新标杆。千阳
县紧扣政务诚信4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
全面回顾总结2023年政务诚信失分项；围绕补
短板、强弱化，在科学民主决策、管理方式创新、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务员信用管理以及典型

案例和经验总结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建立反

馈与整改机制，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强化信用体系建设，携手共谱新篇章。面对
信用建设基础薄弱、信息归集共享不足等问题，

千阳县加强季通报、月提醒，将行政许可、处罚、

监督检查等信用信息及时准确地汇集至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实现对各类主体信用记录和行为

的全覆盖监管；常态化开展诚信教育，提高全社

会对信用体系建设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培育个人诚信品格，塑造文明新风尚。千阳
县结合精神文明建设，积极落实《宝鸡市个人信

用积分评价管理办法》，为诚信积分高的个人在

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交通出行、旅游

服务等领域提供优待；开展诚信文化进社区、进

校园、进企业活动，营造浓厚的守信氛围，让守

信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千阳县：
信用体系筑基石奋力前行谱新篇

■记者李孝华通讯员通讯员彭乐
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

目标，近年来，安康市紫阳县洞河镇

结合镇域实际，以产业发展助推资源

回乡、人才回流、项目回归，助力和美

乡村建设。

主抓稳粮生产，走好农业生产“先

手棋”。为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主体
责任，洞河镇以提升粮食产能为主要

目标，牢固树立粮食生产安全意识，优

先规划粮食种植；认真贯彻落实粮食

安全“十条措施”，大力整治“撂荒地”，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在田榜、洞河、

前河等村引进经营主体，发展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1800亩；完成粮食播种面
积2.62万亩，产量达4.46万吨；申报农业
产业奖补项目76个，已发放补助12.1万
元，奋力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面积、产量

“双稳双增”目标。

大抓产业培育，打好乡村振兴“主

动仗”。洞河镇紧紧围绕全县“4+3”产
业链总体布局，落实全镇“一片叶子、

三个篮子、多业并举”产业发展定位，充

分发挥区位优势，将建设农业产业强镇

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持

续巩固发展辖区内的4家龙头茶企和18
家中小茶企，管护好现有的1.2万亩茶
园；今年以来，新增2家畜牧养殖合作
社，全镇存栏羊在100只以上规模的养
殖场达到32家，前河、云峰、马家庄等生
猪养殖大村出栏商品猪在1万头以上，
小红光村大水面渔业养殖出售鲜鱼15
吨；新发展洞河村蔬菜保供基地500亩，
新建石家村蔬菜保供基地50亩、大棚50
个，打造“四季有花、四季有果”主题采

摘园200亩；精细化管护541国道沿线的
300亩李子园及600亩金钱橘，富硒茶
叶、畜牧养殖、蔬菜林果等产业蓬勃发

展，产量质量实现“双提升”。

狠抓人才建设，打好提质增效“连

环招”。洞河镇大力抓好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回引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主动向上争取相关补贴，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学习兄弟乡镇

的先进工作经验，多次邀请农技专家

在田间地头开展实用技术、产业发展

培训，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农技水平；

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技术培训等志愿服务活动，全

面推行“党员+N”网格治理模式，让党
支部“强起来”、党员“活起来”、群众

“动起来”；鼓励群众参与产业就业，形

成上下联动、广泛参与、共同建设的良

好局面。

下一步，洞河镇将继续在优化产

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

条、强化引领示范等方面发力，推动乡

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切实拓宽农民的

增收致富渠道。

紫阳县洞河镇发展特色产业
多措并举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阳光讯（记者向博通讯员李山黄娇）5月30
日，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采用“诉前调解+速
裁审理”工作机制，通过线上调解的方式快审快

结，快速化解了4起农民工“讨薪”案件。
2022年，原告王某等4名农民工在安康市某

宾馆务工，兢兢业业工作一段时间后，该宾馆却

因经营不善一直未向4名原告支付工资。2024年1
月，该宾馆实际经营者张哲（化名）向4名原告分别
出具欠条，但一直未履行付款承诺，4名原告为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5月6日将张哲诉至法院。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案

件高度重视，迅速委派速裁庭迅速开展诉前调

解工作。经多方联系，承办法官找到了张哲并向

其了解案情，张哲表示愿意支付4名原告的劳务
费。但张哲后续却一直在逃避调解，拒接电话、

拒绝沟通。为此，速裁庭法官决定“转调为审”，

确立好开庭时间后，通过电子送达平台向被告

送达了开庭传票。转眼到了开庭时间，张哲眼见

拖延无望，迫于压力，主动联系了法官，表示愿

意配合法院工作，希望法院能够组织调解。5月
30日，承办法官与4名原告沟通好案情后，通过
“多元调解”线上调解平台与被告进行了沟通，

最终，各方当事人就劳务费支付金额和期限达

成一致协议，案件成功调解。

多年来，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一直对涉

民生案件高度重视，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了“诉

前调解+速裁审理”的高效便捷机制，真正实现
了公正司法与高效司法并重，满足了人民群众

的多元化司法需求。

汉滨区人民法院快审快调民生小案
诉前调解化解“薪”忧

■记者芮扬张伟通讯员孙文芳文/图
从废石、矿渣到碳酸钙粉、加气

块、生态护栏，从“一无是处”到“重获新

生”，从企业“包袱”到点废成“金”，宝鸡

市凤县让工业固废释放出了“绿色潜

能”，实现了要素减量、资源再利用以

及产业与生态的双赢。

近日，记者在留凤关循环经济产

业园里看到，园区旁的空地上堆满了

青灰色的砖头。据悉，这种青灰色的砖

头是一种矿渣砖，不仅生产成本低，抗

冻性还强，与水泥的结合性也更好。这

些砖头均来自凤县凯源达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生产线，这是他们生产的新

型建材之一。

对于凤县凯源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来说，尾矿只是“放错了地方的

宝贝”。该公司董事长毕文超说：“我

们通过重力复选的方式将尾矿变成

生态护栏、地面砖、人造石材等各类

新型建材。我们每年可处理尾矿10万
吨，生产循环木15万立方米和免烧砖
2000万块，预计项目年销售额可达
7000万元。”

尾矿作为在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主要固体废物，堆存面积大、环境污

染重、安全隐患多、治理费用大，一直

是诸多矿山企业的“包袱”。凤县作为

全国重要的铅锌基地之一，现有尾矿

存量超1亿吨，每年还有300万吨的新增
量，实现尾矿的减量化、资源化利用是

当务之急。

2021年，凤县首次将全县废弃矿
渣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销售，

成功完成交易2171.44万元。一批绿色
环保循环类产业也陆续向凤县加速聚

集。近几年，随着碳酸钙深加工、加气

混凝土砌块、尾矿综合利用循环木生

产、矿山弃渣综合回收利用等项目的

发展，多家以废石、尾矿渣为原料的生

产企业先后入驻凤县新兴产业园和留

凤关循环经济园区，经过这些企业的

再加工，“渣子”变成了“金子”。

以矿山弃渣、边界矿为原料生产

机制砂等产品的留凤关矿山弃渣综合

回收利用项目即将正式投产。该项目

的总经理韩嘉乐说：“项目正常投产

后，可日处理矿渣超2000吨，矿渣年处
理量可达70余万吨。二次加工后，可将

原有废弃矿渣生产为机制矿和铅锌原

矿，实现‘无价’变有价，做到资源的最

大化利用。这不仅减少了矿山废石弃

渣的存量，还有助于减少对土地资源

的占用，改善矿区环境和安全。”

在凤县，尾矿废渣除了被综合利

用点废成“金”，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

是胶结回填，让废石不出坑。陕西银母

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应用了采空

区全尾砂胶结充填新工艺，并在全省

得到了推广，震奥鼎盛矿业和庞家河

金矿也均采用了该技术。这项技术不

仅让采矿更安全、高效，还解决了矿山

的废石、尾矿排放难题，在提高矿产资

源回收率的同时，延长了矿山的服务

年限，陕西震奥鼎盛矿业有限公司的

矿山服务年限就因此延长了4年。
与此同时，凤县还通过科技创新

赋能，不断提升浮选金属的回收率，并

通过伴生金属富集、回收等方式，提升

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确保将伴

生金属“吃干榨尽”。目前，凤县二里河

铅锌矿选厂技改扩建后，铅锌精矿的

质量可达国家一级品要求。

给固废找出路，向科技要效益。经

过几年的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集

约节约利用资源已成了凤县发展的共

识，2023年，凤县还成功跻身首批全国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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