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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24 陕西两会

“今年省两会，我将继续为弘扬发展秦
腔艺术发声，希望更多人重视秦腔，把秦腔
艺术品牌越擦越亮。”1月22日，省政协委员、
西安三意社社长侯红琴说。

从正式踏入戏门至今，侯红琴已在秦腔
艺术园地里默默耕耘了近四十个春秋。她
不仅是戏曲演员，更是秦腔艺术的传承者、
守艺人。“秦腔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也让我拥
有了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侯红琴说。她先
后当选了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市政协委员等，获
得了西安市劳动模范、巾帼建功标兵等各类
荣誉50余个。

在侯红琴看来，秦腔是为人民而唱的，
精品剧目不应仅绽放于剧院大舞台，更要走
入田间地头，送戏到百姓家门口。在她带领
下，这些年，从酷暑到严寒，从山区到田间，
三意社演出足迹遍布西北五省区，线上线下
演出惠及千万群众。

侯红琴认为，传统艺术需要传承与赓
续。一路走来，她深知人才是一个行业发展
的基础，培养戏曲人才对于一个经风历雨的
百年剧社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在她任职期
间，西安三意社培养推出了第二十七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第三十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杨升娟以及屈苏红、杨力等一
批优秀青年秦腔演员。

在她带领下，三意社的众多艺术家纷
纷将看家剧目传承给新一代秦腔人，一字
一句对他们进行规范，并且给年轻人提供
展示平台，让他们在磨砺中成长，在成长中
提升。

“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的根，我们
的魂，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人才培
养，给人才提供学习平台，提高他们的待
遇，给他们发展平台，用心用情创作更多的
文艺佳作，促进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侯红琴说。 本报记者 李旭东

侯红琴委员：把秦腔艺术品牌越擦越亮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月24日上午，陕
西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和陕西省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记

者获悉：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1月 25日召
开，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1月 26日召开，
会期均为4天。

据介绍，来自全省10个设区的市和驻陕
部队共 11个代表团的 563名省人大代表，32
个界别的500多名省政协委员将出席两会。

省政协会今日开幕 省人代会明日开幕

履 职 风 采

导 读

（详见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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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怀龙是家里第一个研究生，今年是他在
煤矿工作的第11年。

“现在的挖煤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体力活
儿明显减少，要用智慧‘挖’。”扶了扶鼻梁上的
眼镜，杜怀龙一边说，一边坐上无轨胶轮车准备
下井。

车辆在宽阔明亮的巷道上稳稳行驶，直达
工作面，一个庞大的地下“煤炭世界”便映入眼
帘：全自动液压支架稳稳撑住煤顶，行走其上，
每隔数十米，便可见一个 5G基站，保障井上井
下即时通信。运输皮带和割煤机自动运转，一
个工作班仅需要13人就能采集1.3万吨煤炭。

这是隶属于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的神东
大柳塔煤矿。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八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指出，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5G信号下井、数据上“云”储存处理、机器

人来回穿梭巡检……智能化煤矿建设由此提
速。如今，步入神东大柳塔煤矿地面控制室，一
个像飞机驾驶舱一样的“庞然大物”引人注目：
操作台前，几块智能大屏显示井下采煤进度、井
下作业画面实时更新滚动；操作台上，身着西装
工服的工作人员动动鼠标便可实现远程割煤。

古老蕴藏与现代科技碰撞，“矿工”化身“程
序员”“工程师”，人才结构不断优化。11年前，
和杜怀龙一同就职的只有一位研究生，如今整
个神东大柳塔煤矿研究生学历共49人。

青年一代正在成为我国智慧采煤主力军。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是我国首个两亿吨煤炭
生产基地，目前企业所属的13个矿井中，已成立
90余个大学生智能化采煤班，平均年龄31岁。

“大学生智能化采煤班自成立以来，累计有
40余个班组、110余名班组员工受到国家级、省
部级和行业协会表彰，为煤矿产业向高科技产
业转型作出贡献。”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生产

管理部经理孟永兵说。
作为陕西省主要能源企业之一，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也聚焦高质量发
展需求，实施五大人才工程，全链条打造能源化
工行业人才高地和区域性人才中心。2023年，
企业引进硕博士人才 642人，组建引进“科学
家+工程师”队伍9支，总数达到15支。

穿西服上班，用鼠标“割”煤，研究生下井带
班。智能化煤矿建设不仅为现代煤矿工人提供
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还打造了舒适温馨的生
活环境。智慧餐厅、智慧健康体检中心、文体活
动室……在位于榆林市的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
有限公司，一批智慧生活设施的启用，让煤矿工
人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食堂每道菜都有屏幕显示该道菜品的蛋
白质、脂肪、热量等参数，健身房里除了跑步
机、划船机等各类健身器材外，还放置了体能
健康检测仪器。”39岁的企业职工赵晓维说。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洗个热水澡，去食堂
吃个营养餐，休息片刻，再去健身房运动，是他
的日常生活。

35岁的杜怀龙如今已经成为大柳塔煤矿综
采一队的队长，每逢春节前后便是他最忙碌的
时候。“要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嘛。”杜怀龙习
以为常，“让大家暖暖和和过个年。”

连日来的几场雪，为黄土高原披上一层银
装。在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通过智
能装车系统，40分钟便可把煤炭装满一列火
车。乌金滚滚，像血液一样输送到大江南北，成
为支撑工业发展和保障民生用能的“压舱石”。

11年前，杜怀龙憧憬的智能化矿井正在实
现，这位大个子已经把家安在了矿上。

新华社记者 陈钢 雷肖霄 李亚楠

青年一代成为智慧采煤主力军

工业作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是国
家经济命脉所系，也是塑造国际竞争新
优势的基石。我国工业实现由大到强
转变，须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此过程中，精细化是门必修课，须下
大功夫。

当前，市场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无论是满足人民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还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
展，都需要行业企业着力优化供给，提
升水平。以“手撕钢”为例，经过太钢人
不懈努力，厚度只有0.015毫米的“手撕
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凭借轻薄且具
有高强度、耐腐蚀、耐磨损、耐热耐光等
特性，“手撕钢”成为航空航天、精密仪
器、折叠显示屏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
料，其价格是普通钢材的数十倍。

百炼钢也能变绕指柔！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成就了钢中精品，也颠覆了
人们对于钢铁行业“傻大黑粗”的固有
印象。轻工、原材料等行业在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方面持续发力，赢得了市场口碑，也创造了可
观价值。随着中国制造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工业
企业应从更高层面看待精细化，以更大力度推进
相关工作。

精细化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践行长期主
义。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拼的是规模和速
度，粗放增长特征明显。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须
推进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环
境友好。这就需要企业苦练内功、久久为功。当
前，龙头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不断涌现，其一大特
征是心无旁骛攻主业，精耕细作，挑战极限，以超常
付出赢得同行难以企及的成绩。反观一些企业，热
衷赚快钱、蹭热点，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注定成为
市场的匆匆过客，精细化也就无从谈起。

精细化是共创共享的过程，应树立系统观念。
企业推进精细化，涉及内部多方面、各环节乃至合
作伙伴、最终用户，应强化价值创造导向，注重知行
合一，追求整体效应最大化。在实践中，要科学确
定目标，严格标准、形成规范、明确责任，一贯到底、
做实做细。同时，要以人为本、强化激励，有效发挥
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
精神、工匠精神，在同频共振中达到极致效果，以合
作共赢实现良性循环。

精细化是追求卓越的过程，须坚持守正创新。
当今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大潮涌动，新型工业化如火如荼推进。在数智赋
能下，制造业精细化将进入新境界。创新决胜未来，
工业企业推进精细化，不光要脚踏实地，进行持续改
善，还要仰望星空，勇于拥抱颠覆性变革。 （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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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1月 24日，省统计局发
布 2023年全省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全省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33786.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4.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649.75亿
元，同比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16068.90亿
元，增长 4.5%；第三产业增加值 15067.42亿元，
增长 4.1%。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全年粮食增产丰收。
2023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 1323.66万
吨，比上年增加 25.77万吨，增长 2.0%；单位面积
产量 4378.7公斤/公顷，较上年增长 1.8%，单产总
产均创历史新高。蔬菜水果供应充足，蔬菜及食
用菌产量2151.20万吨，比上年增长3.3%；园林水
果产量 2092.54万吨，增长 5.0%。畜牧业稳定增
长，产值比上年增长 4.0%；猪牛羊禽肉全年产量

135.1万吨，增长 2.7%；禽蛋产量增长 2.5%；牛奶
产量增长1.2%。全年生猪出栏1298.3万头，增长
1.6%；年末生猪存栏890.2万头，下降1.5%。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高技术领域加快发展。
2023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其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5.7%，制造业增
长 6.0%。能源、非能双向发力，能源工业增加值
增长 4.6%，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6.6%，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4.5%；非能源工
业增加值增长5.9%，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39.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8.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3.7%。高技术
领域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9%，有效引
领产业升级；装备制造业年内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全年增长12.5%。高科技产品生产加快，太
阳能电池产量增长1.55倍，汽车增长33.4%，变压
器增长10.3%。

2023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786.07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月24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晓英一
行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
走进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汽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双节”送温暖活动，
为一线职工送去慰问品、春联礼包和 30万
元慰问金，向他们表示新春祝福。

在咸阳纺织集团，李晓英一行现场察
看了“赵梦桃小组”的生产环境，参观了梦
桃之家和梦桃展厅，并与“赵梦桃小组”成
员亲切交流，了解职工工作生活、企业生产
经营、班组建设和母婴关爱室建设等情
况。李晓英指出，“梦桃精神”是陕西职工
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国纺织行业的一
面精神旗帜。“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弘扬传承“高
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
方便，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梦桃精神”，
让“梦桃精神”这面旗帜更加光彩夺目。各
级工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做好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坚持以职工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切实履行好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积极
探索创新精准性服务职工新模式，努力推

动改善和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不断增强职
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陕汽控股集团，李晓英一行参观了
公司展厅、天行健车联网体验中心和樊凡
创新工作室，现场察看了汽车总装配厂的
生产情况，了解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职工技术创新等方面工作。李晓英强调，
全省各级工会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总
抓手，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
和技能竞赛，把竞赛打造成为技能人才培
养和职工创新创造的重要平台。要充分发
挥劳模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带动作用，广泛
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造、合理
化建议、网上练兵和“五小”（即小发明、小
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等群众性创
新创造活动，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职工队伍建设，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在谱写
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建功立业。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军，
陕汽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宏明，省
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占军，咸阳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田一泓等
一同慰问或参加相关活动。

李晓英深入企业慰问一线职工

1月24日，李晓英走进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
“双节”送温暖活动。图为李晓英同“赵梦桃小组”成员等合影。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记者
姜琳 黄垚）记者 24日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近日印
发“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
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
理司司长王振麒在发布会上介绍，近
年来，越来越多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
台获得就业机会，但相较传统稳定的
劳动关系，新就业形态更多呈现“弱管
理、强自主”特性。其劳动纠纷调查取
证难、事实认定难和法律政策缺位等
问题突出，导致劳动者仲裁、诉讼维权
难度大。

“对此，我们整合优势资源，汇聚
多部门力量，着力开展新就业形态劳
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目的就是提

供更便捷的调解服务，为劳动者降低维权成本，解决
投诉无门问题。”王振麒说。

通知要求，平台经济活跃、新就业形态劳动纠
纷较多地区的人社部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
工会、工商联、企业联合会等应当加强合作，探索构
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
模式。

各调解组织依法依规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
企业之间因劳动报酬、奖惩、休息、职业伤害等劳动
纠纷提出的调解申请，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公正、
及时原则，综合运用不同类型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实
质化解。

一站式调解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结束，双
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延长期限最长不超
过15日。经过仲裁审查或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截至 2023年底，全国已有 995家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组织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调解服务。

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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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吴雨 任
军）中国人民银行 24日宣布，决定自 2024年 2
月 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
分点；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分别下调支农再
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 0.25个百
分点。

“我国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水平为
7.4%，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空间还
是比较大的，这是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
的一个有效工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存款

准备金率下调 0.5个百分点，将向市场提供长
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据介绍，此次下调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
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
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运用存
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
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投放工具，为社会融资总
量及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宣布，分别下调支
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0.25个

百分点。潘功胜介绍，把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支
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由 2%下调到
1.75%，有助于推动信贷定价基准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下行。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灵活适度、精准有
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促进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
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持续推动经
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准0.5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