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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雪 通讯员 张志林）项目建设是
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今年，安塞区深化拓展“三个年”活
动，扎实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一个个重大项目的落
地生根，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走进安塞区废旧管材再生利用科研项目管道绿色
再制造车间，全新改造后的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废旧
管材经过一系列的清洗、破碎、筛选、熔炼等工艺，被重
新加工成各种规格的再生管材。

“生产线改造升级后，产品试压能力从原来的30兆帕提
高到100兆帕，现在的产品不仅抗拉强度高、气密性好、耐压
性强，而且价格低，市场竞争力强，我们还申请了专利。”天信
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检部经理张胜忠介绍说。

安塞区废旧管材再生利用科研项目占地83亩，投资
主体为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新建科研楼
（含办公）14400平方米、试验车间（含生产）18000平方
米、生活及其他用房3800平方米，以及生产配套设施，主
要进行废旧管材再生利用、管道探伤、管道防腐保温保
冷等材料研发和应用，总投资1.6亿元。

传统防腐管道因环境污染大、浪费人力多而饱受诟
病，想要拓展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就必须瞄准产品品
质精准发力。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品研发创
新步伐，天信管业投资200多万元建成防腐保温重点实
验室，对从产品原材料到成品的理化指标进行严格检
测，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合格。

“在产品研发方面，我们积极与华中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合作，开展管道防腐保温和管道检测新材料、新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目前已经申请了40多项专利，去年被延安
市科技局列为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张胜忠说。

“在产品检测方面，我们打造了一支延安市防腐保
温‘科学家＋工程师’队伍，成立了防腐保温、数字智能
和绿色再制造3个研究中心，搭建了产学研平台，积极开
展防腐保温领域前沿发展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自动
化、智能化设备研究，因地制宜进行防腐蚀新材料研究，
发挥科技创新示范引领作用。”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闫文科介绍道。

“我们的建设和发展，也得到了安塞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在政策咨询、项目审批、土地供应等方面，相关部
门为我们提供了精细化的服务，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
这些良好的条件。”闫文科说。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有效解决了安塞区及周
边地区废旧管材的处理难题，减少了环境污染，还为当
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今后将继续
加强协调、跟踪、推进、保障，以优质服务助推项目建设
发展。”安塞区经发局重点项目办主任高和平说。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高
亚蓉）“有了‘帮销队’，大家的蜂蜜都不
愁卖了。”11月21日，白马滩镇神玉村村
民曹晋高兴地说。

曹晋口中的“帮销队”，是由党员组
成的农产品帮销党员服务队。白马滩镇
神玉村党支部书记薛增文就是其中的一
位队员。

“最近村里的蜂蜜到了售卖期，我们
已经连续好几天走访各家各户，了解农
产品滞销情况，帮乡亲们联系客户和收
购商前来购买产品。”薛增文介绍说，当
下正值农产品收购期，县上组建了农产
品帮销党员服务队，为群众汇集农产品

供求信息，解决滞销难题。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装箱打包

正忙。除联系客商外，农产品帮销党员
服务队还邀请网红达人直播带货，进一
步拓宽农产品销路。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助农直播
间，现在推荐的是我们黄龙县的天然蜂
蜜，数量有限，大家先抢先得……”11月
18日，在黄龙县石堡镇吉家河村，主播

“陕北的慧”正在直播镜头前热情地介绍
着黄龙核桃、蜂蜜、苹果等特色优质农副
产品。

党员帮忙找销路，群众心里有了
底。通过直播带货、电商销售、客商收购

等方式，全县各地滞销的农产品火速售
出。截至目前，黄龙县共计销售 25万斤
蜂蜜、470万斤玉米、60万斤苹果、66万
斤核桃、0.58万斤花椒。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黄龙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孟伟介绍说，今年以来，该
县积极开展“铸魂、强基、赋能、塑形”四
大行动，实行“三亮四带五联动”服务，发
布农产品信息，组建了8支农产品帮销党
员服务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认领核
桃树和蜂箱的新方式，拓宽全县农特产
品销售渠道，共同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李
敏）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
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连日来，黄龙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县情实际，制定切实
可行的工作措施，持续推进“手机变砝
码 计量惠民生”活动进机关、进社区、进

市场、进超市、进基层。
11月 20日，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瓦子街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瓦子
街镇政府机关、驻镇单位和各行政村，开
展“手机变砝码 计量惠民生”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干

部群众络绎不绝。黄龙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计量检定人员一边为群众制作手
机标签，一边宣传普及计量检定相关知
识，答疑解惑，让专业知识不再陌生。

“把手机的重量称出来贴上标签，买
东西时就能当砝码用了，这办法好。”王
女士说。“手机变成砝码，事情虽小，但解
决了一直以来群众对缺斤少两有看法没
办法的困扰。”张大爷称赞道。

为确保“五进”活动高质高量开展，
计量检定人员认真将群众随身携带的
手机放在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上进
行称重，记录手机的重量，加贴称重标
签。贴有重量标识的手机可看作一个
已知重量的便携式砝码，可以作为购物
交易时的重量参照。工作人员还详细
讲解了手机变身砝码后在购物称重时
的使用方法，普及电子计价秤计量知
识，现场操作演示如何识别作弊电子
秤，提升广大群众的防范技能。工作人
员还特别提醒广大群众如果在购买商
品时遭遇“鬼秤”，可及时拨打 12315举
报投诉热线进行维权。

据了解，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全县开展“手机变砝码 计量惠民生”“五
进”活动以来，共为社会各界人士张贴

“手机变砝码”重量标签 5000余张，受理
咨询 6000余人次，发放计量知识宣传彩
页 8000多份，有力增进了群众对计量工
作的了解和信任，展示了市场监管系统
良好的工作作风。

手机变砝码 有效防“鬼秤”

●“手机变砝码 计量惠民生”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 王静）农贸市场是展示
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
场所。秉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宝塔区
凤凰市场监管所针对中心街汇源大厦对面
地下一层的延安老菜场内不规范经营及生
鲜肉经营商户设施设备老旧等现象，组织开
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我为群众办实事”集中整
治活动。

凤凰市场监管所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对延安
老菜场 44家经营摊点进行了全面改造。经
改造，市场内所有摊点存放货物已离地离墙、
分类储存，所有商品明码标价。督促 12家生
鲜肉店全部安装紫外线消毒灯、粘捕式灭蝇
灯，设置专间消毒柜，配置个人物品收纳盒，
归类公示肉品索证索票等，并帮助经营户统
一办理生鲜肉备案证并及时发放到经营户
手中。

延安老菜场经理王凤莲表示，此次在凤
凰市场监管所的规范指导下，市场对生鲜肉、
鸡鱼店进行了全面改造，对调料和蔬菜类进
行了货架统一归置。经营环境规范整洁了，
老菜场的新老客户都比较满意，投诉也少
了。作为市场主办方，今后将继续努力，持
续秉承“管理精心、服务热心、商户诚心、顾客
放心、政府安心”的经营理念，为市场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努力。

“我经常在这里买菜买肉，这次来发现环
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善，包括预防蝇虫的一些
设施也配到位了。良好整洁的消费环境，才
会吸引更多的顾客，消费者才能买得放心、吃
得放心。”市民杨海龙说。

废旧管材再处理 华丽“蜕变”焕新颜

● 公司员工用光谱仪对管道的材质进行分选

黄龙县组建8支农产品帮销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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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者说

市场开办方要严格实行四个
“好”，即确保证照资质公示好，要求
市场业主亮证亮照经营；确保门面
摊位摆放好，要求商户不骑门占道
经营，保持环境整洁；确保明码标价
规范好，要求商户诚信、公平、守法
经营；确保食品安全治理好，特别是
肉品经营专区规范经营，从而不断
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让广大市民满
意采购、放心食用。
——凤凰市场监管所所长 白家奇

建设者说

下一步，要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新产品研
发力度，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提高产品的科
技含量，让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领先地
位。同时，要紧跟时代步伐，加快数字化建设，
力争从生产到管理的各个层面进行数字化转
型升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