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高效办
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进
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健全常态化推进机制作出部署。
《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进一步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
引作用，推动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
化实施，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加强部门
协同和服务集成，带动政府治理能力整
体提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
和群众获得感，助力高质量发展。
《意见》 提出 4 个方面的重点任

务。一是加强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明

确经营主体和个人全生命周期重点事
项总体清单，发布年度重点事项清
单，鼓励探索建立特色事项清单。二
是推动重点事项常态化实施，优化重
点事项业务流程，统筹线上办事系统
建设，提升线下办事服务能力，加大
政务数据共享力度，探索开展“人工
智能 + 政务服务”，注重用户体验和
评价反馈。 (下转 03 版）

小署过后，金龙湖宕口公园满目青翠，碧绿的潭水犹如一面镜子，倒映着公园的美

景，优美宜人的环境让人身心愉悦。

金龙湖宕口公园位于徐州高铁新城核心区，种植各类乔、灌木 2万余株，草坪、地被

植物 4万余平方米。从“城市疮疤”变为“网红打卡地”，宕口公园与金龙湖共同勾勒出

一幅青山碧水的绝美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郑思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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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在 山 西 考 察 时 强 调

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新华社太原 7 月 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西
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在
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
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篇章。

7 月 7 日至 8 日，习近平在山西省
委书记唐登杰和省长卢东亮陪同下，
先后到阳泉、太原考察调研。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
役，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
心。7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阳泉市

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
军烈士敬献花篮。接着，他参观了百团
大战纪念馆展陈。一张张历史照片、一
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
辉历史，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和沉思。
他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
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
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
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
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在纪念馆大厅，习近平同前来参观
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
交流。他说，88 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七
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起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这
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广大青少年生

逢其时，要赓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
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
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当天下午，习近平到阳泉阀门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了考察。在听取近年来
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汇报后，他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煤气闸
阀、电动翻板阀等产品生产和销售情
况。他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
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他
对企业员工们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
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地敲，今天要靠
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实业兴
国，实干兴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更
上层楼，为建设制造强国多作贡献。

8 日上午，习近平听取山西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西各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要求。

习近平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
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
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
发展。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
和适度多元发展。要在扛牢国家电煤
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由低
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
价值产品攀升，同时着眼于高水平打
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
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要扎实推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
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

形成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好多元发展条
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转型发展必须牢牢守
住安全稳定底线。要着力稳就业、稳企
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一老一小”
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兜牢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一体推进治
山治水治气治城，全面加强防沙治沙
和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推进重点
行业节能降碳，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
复，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要强化安全生
产，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坚决防范

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目前已进入
主汛期，要精心做好防汛抗洪预案和
防灾减灾救灾准备工作。

习近平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
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
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
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
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
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
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制度机制。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盛夏的沛县，骄阳似火，万物竞发。
在这片历史厚重、人文荟萃、英雄

辈出的土地上，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沛县
籍企业，正如同这盛夏的万物，焕发着
蓬勃生机，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在这里，纱线的经纬与机械的轰鸣
交响，钢铁的铿锵与种子的萌动共鸣。

它们并非一夜成名，而是扎根乡
野，历经数十载风雨洗礼，从不起眼的
小作坊、小工厂，一步步淬炼成行业的
翘楚、地方的龙头。

它们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代人的
接续努力，艰苦奋斗、敢干敢闯、筚路
蓝缕、玉汝于成。

他们秉承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
业创新、回报社会的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以坚守与突破，为企业家精神写下
沛县注脚。

他们用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精神
密码，穿越经济周期的酷暑寒冬，实现
基业长青。

而这看不见的精神密码，或许就藏
在金虹钢铁控制中心跳动的数据屏前，

恒润种业试验田摇曳的椒秧上，恒辉编
织机械智能化车间的光影交错中。

让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一一走
进、感受、倾听……

无论是在沛县的工业厂区，还是在
乡村大地，你会时时感受到流淌着一股
精神的脉动———勇担社会责任，促进共
同富裕，是本土企业家对这片土地深沉
的眷恋。

从回乡创业 25 载的金虹钢铁，到
扎根沛县 38 年的恒辉编织机械，再到
三代接力的恒润种业、誉之源纺织、润
鹏机械，这些企业用数十载光阴，将
“振兴家乡，造福乡邻”的坚守与担当
深刻在沛县产业发展的车轮上。

6 月 25 日，记者沿 S322 省道驶入
敬安镇，徐州金虹钢铁集团的蓝色光伏
建筑群格外醒目。办公楼、厂房、仓库
的屋顶与墙体被光伏板密密覆盖，在阳
光下折射出绿色发展的光芒。

年逾七十的创始人李绍云，每天雷
打不动地穿梭在千亩厂区，轧钢车间里
火红的钢坯映着他鬓角的白霜。“钢铁

是工业的脊梁，更是沛县的筋骨。把这
件事做深做透，才对得起乡邻，对得起
这片土地。”他的话语里，藏着 25 年前
那个艰难的决定。

2000 年，已在异地闯出名堂的李绍
云，望着家乡敬安镇仍以农耕为主的景
象，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发展家
乡，致富乡邻”的念头一旦生根，便再也
按捺不住。可回乡办厂的现实难题接踵
而至：当地电价比原驻地高出近 50%，物
流成本每年要多花 600 万元。亲友纷纷
劝阻：“这是明摆着的赔本买卖！”

李绍云却另有一本“心账”。他算
的不是短期利润，而是乡亲们期盼的眼
神；他看的不是眼前成本，而是沛县工
业未来的模样。“电价高，我们就从管
理里抠效益；运输难，我们自己建车
队；缺人才，我们手把手教技术！”这位
沛县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带着一股子不
服输的韧劲，把小轧钢厂一步步建成了
苏北最大的盘螺钢生产基地。

25年间，他砸下 20 多亿元升级设
备，从手动轧钢到自动化生产线，从单一

钢材到 LNG 加气站、300MWH 新型大容
量电化学储能电站、85MW 光伏产业协
同发展，如今的金虹钢铁已具备年炼钢
100 万吨、轧钢 200 万吨的能力。更难得
的是，他打破了“农民办不好厂”的偏
见，让数千乡亲在家门口端上了“工业
饭碗”。轧钢机轰鸣的节奏里，跳动的是
一位老企业家对家乡的赤子之心。

李绍云对家乡的深情不仅熔铸在
钢水里，也浸润在敬安镇的每寸土地
上。他将对家乡的爱化作责任和担当，
化作刘庄村、大周庄平坦的道路，化作
徐丰路上 5 公里的路灯带，化作滋养家
乡孩子的教育基金，化作教室里的书
架、孩子身上的校服，化作敬老院老人
手中带着体温的新年红包，更化作“万
企联万村”的承诺。

岁月流转，初心如磐。李绍云把企
业发展与家乡的命运紧紧相连，用“根
系乡土”的坚守、“致富家乡”的担当、
“共同富裕”的责任，将创业故事写在
了自己热爱的土地上，为沛县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标注了清晰的价值坐标。

根 系 乡 土 勇 担 当
———解码沛县籍 企 业 家 的“长 青 密 码 ”系 列 报 道（一 ）

本报记者 胡劲松 于龙 李薇薇 通讯员 李辉

买到票了，来徐州看一场精彩的比赛；比赛结
束，凭着票根去商圈兑换购物优惠；和朋友相聚，团
购一份“苏超”套餐……

一场精彩的球赛，不只是赛场上的热血欢呼，
更能带动城市“好逛、好吃、好玩”。

现如今，一张张小小的票根早已突破物理属性，成
为串联消费场景的“神经元”。“苏超”带动的票根经
济，用小投入撬动大消费，让单一消费行为不断产生
乘数效应，解锁“观赛 + 消费”双重快乐。

一张球票，为什么蕴涵如此大的能量？
首先，“苏超”让原本丰富但分散的城市资源，

整合为统一的传播矩阵。
徐州以赛事直播为核心，积极构建多元化、沉

浸式的观赛“第二现场”，实现城市空间与赛事热
度的无缝衔接。

7 月 5 日，我市在苏宁广场、杉杉奥特莱斯、金
龙湖新天地广场等 40 余处文商旅地标设立室内外
直播屏，覆盖商圈、景区、步行街等多类场景，向球
迷递出一份热情邀约，邀请他们从赛场走进街巷，从观赛者变为深度体验者。

当球迷手持票根穿梭于夜市烟火、流连于湖畔夏风，他们消费的不仅是商
品和服务，更是一份因赛事而更加鲜活的城市记忆与归属感。

一场比赛，就是一场城市嘉年华；一张票根，则是一段旅程的开始。
其次，票根经济的火热，靠的不是大手笔砸钱，而是一套巧妙的用“小投

入”撬动“大消费”机制。 (下转 03 版）

在新沂市草桥镇，孔雀
开屏的华彩、紫藤花下的萌
宠、云端跃动的订单，正交
织成一曲产业兴旺的乡村
振兴交响乐。随着宠物经济
蓬勃兴起，草桥镇以敏锐洞
察力抓住机遇，将传统养殖业与文旅、电
商深度融合，一条从特色繁育到智慧销
售、休闲体验的宠物产业链条日臻完善，
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特色养殖 点亮致富新路径

坝头村的国模孔雀养殖合作社内，
养殖户巩秀玲穿梭棚舍之间，一枚枚孔

雀蛋见证着这位农家女数十年的坚守与
创新。“产蛋高峰，一只孔雀可产 30 枚，
管理是核心。”她介绍道。从上世纪 80
年代凭老母鸡孵化起步，如今她不仅在
孔雀养殖上年收益逾 20 万元，更拓展荷
兰鼠特色养殖，结合农家乐与研学项目，
打造出 “养殖 + 文旅” 的多元经营模
式，年收入攀升至四五十万元。特色养
殖，成为草桥镇农民增收致富的闪亮名

片。“养殖荷兰鼠能带来很
好的收入，我目前已繁殖近
200 只了，小的 20 元一只，
母的全部留下来繁殖。”

远处陈圩村的紫藤园
家庭农场，演绎着农旅融

合的动人篇章。农场主张太丰巧妙地
将原有蚕丝被产业与宠物经济嫁接，
引入孔雀养殖，并广植紫藤。4 月花开，
紫云流霞与孔雀华屏交相辉映，年吸
引游客上万人。“孔雀开屏活跃期与紫
藤花期相得益彰，加上蚕丝被销售，年
收入可达二三十万元。” 张太丰的实
践，为乡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生动样本。

(下转 03 版）

本报讯（记者 朱二俊）近日，据企
查查股权穿透显示，徐州经开区上市
企业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赛摩智
能”） 新增一起对外
投资事件，被投资公
司为上海元身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厉冉。该公司
业务包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销售以
及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等业务，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而这仅是近期赛摩智能频频动作
之一。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赛摩

智能共存在对外投资 26 项，投资占比
前 20 的项目包括赛摩智能科技(洛阳 )
有限公司、合肥赛摩雄鹰自动化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赛摩三埃工控设
备有限公司、赛摩智能系统工程(上海)
有限公司、赛摩电气有限公司等。其
中，赛摩智能还与洛阳科创集团有限公
司、航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设立洛阳赛摩科创有限公司，就工业
领域自动化产品研发、技术合作等开展
合作，进一步提高赛摩智能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通过天眼查

分析发现，目前赛摩智
能共对外投资了 31 家
企业，参与招投标项目
1198 次；财产线索方

面有商标信息 54 条，专利信息 147 条，
著作权信息 9 条；此外该企业还拥有行
政许可 16 个。据 2024 年年报数据，赛摩
智能商誉 1.4 亿元，同比未变化。长期
股权投资 5415 .87 万元，同比增 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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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新实践 | 乡村振兴·一线看亮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高效办成
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

从 孔 雀 蛋 到 云 订 单

宠 物 链 串 起 乡 村 振 兴 新 密 码
本报记者 蔡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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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户 个 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我市简化“个转企”程序“高效办成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