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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垃圾分类工作培训会在宝举行
本报讯 （刘小祥）12

月 13日至 14日，陕西省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

会在我市陈仓区举行。活动

中，我市和浙江省宁波市签

署生活垃圾分类工作“1对

1”交流协作框架协议，成为

全省首家签署垃圾分类交

流协作协议的地级市。

本次培训邀请陕西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西安市垃圾

分类管理中心、宁波市生活

垃圾分类办的专家教授，围

绕垃圾分类政策、省级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垃圾分类工作现状、宁波生

活垃圾治理经验等内容分

别进行专题授课，助推我市

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

还前往陈仓区的行政中心、

天悦小学、西城花园小区、

厨余垃圾处理站、贾家崖

村，学习交流了垃圾分类工

作，进一步加深了对生活垃

圾处理全链条流程的理解

认识。

优化生产方式  提升企业竞争力
市领导调研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及乡村振兴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小
玮）12 月 13 日，副市长张

昭先后前往宝鸡高新区、

岐山县和扶风县，调研工

业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

设及包抓县区落实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

张昭一行先后前往

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

司、法士特伊顿（宝鸡）轻

型变速器有限责任公司、

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

业园、华强工贸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比亚迪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项目现场，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

品销售、技术研发、项目

建设、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及吸纳劳动力就业等情

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困

难问题，推进落实企业服

务保障各项工作。

张昭强调，企业要立

足各自特色优势，精准把

握市场需求，不断优化生

产方式、产品结构，努力开

发经得住市场检验的好

产品、好模式，持续提升企

业竞争力；要全面排查整

治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构

建全流程安全生产监管

体系；要充分发挥企业在

拉动劳动力就业创业、农

产品加工营销、促进农业

产业化等方面的作用，政、

企、民联手，积极为乡村振

兴蓄势添能。

探寻周文化的印记
陕西日报社“文化自信看宝鸡”采访团走进岐山

本报讯 （记者 麻雪）

12 月 14 日，本报记者跟

随陕西日报社“文化自信

看宝鸡”全媒体行动调研

采访团走进岐山，来到周

公庙、召亭村、五丈原诸葛

亮庙以及三国小镇景区等

地，探寻周文化的印记，感

受三国遗风。

据了解，陕西日报社

“文化自信看宝鸡”全媒体

行动调研采访团的采访活

动，从 12 日在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启动以来，已经在

凤翔区和岐山的多个文

化、民俗景点及企业深入

了解和采访。

14 日当天，20 多名

采访团成员首先来到周公

庙，大家惊艳于眼前静谧

古朴的美景，感受《诗经》

中“飘风自南”的诗意，听

“周公吐哺”的典故，一起

在中华礼乐文明的发源地

探寻周文化的印记。随后，

在召亭村，大家寻甘棠古

树，听召公“甘棠遗爱”的

典故。在五丈原诸葛亮庙，

采访团成员感喟于一代贤

相陨落于此，“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故事。同时，

在岐山太平塔文旅街区和

三国小镇，大家仰望宋代

古塔、观看三国文化实景

演出，感受文旅商融合发

展的新气象。

600 多家钛产业链相关企

业、生产 5000 多种规格的钛产

品、年产值超过 600 亿元、全国

65% 的钛材都产自这里……

远离钛矿的陕西省宝鸡市，何

以在钛产业这一高新材料领

域独占鳌头？记者来到宝鸡

部分企业观察钛产业链集群

发展情况。

正值寒冬，宝钛股份线材

厂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

景象。150 毫米粗的棒坯经过

加热、轧制、拉拔、退火、表面处

理等一系列工序后，成为直径

仅有 0.8 毫米的盘丝。据宝钛

股份线材厂党总支书记刘涛介

绍，这是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研

发的钛及钛合金热连轧生产

线，产品既有“大国重器”用棒

材，也有日常生活中的外科植

入物用高精度棒材，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海洋、医疗、电子

等领域。

宝钛股份线材厂的母公司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还扮演着更

重要的角色——陕西省钛及钛

合金产业链的链主企业。

始建于 1965 年的宝钛集

团，是宝鸡钛产业从无到有的

奠基者与领跑者。成立近 60

年来，宝钛集团构建起从海绵

钛生产到钛熔炼、加工及深加

工和设备制造的全产业链。同

时，宝钛集团还主导制定了首

个钛领域国际标准等多项钛

标准，成为国内钛行业的龙头

企业。

龙头引领，铸“链”成“群”。

在宝钛集团的带动和当地政府

的培育下，上游钛材料加工与

下游应用生产市场不断扩大，

600 余家钛及钛合金等稀有金

属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相继落

户宝鸡，形成集群发展抱团效

应，其中不乏一众“单项冠军”

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从10年前面向宝钛集团、

西部超导等头部企业提供带

料加工服务，到如今自主研发

生产新能源及深海装备专用

钛合金材料与制品，宝鸡拓普

达钛业有限公司的发展正是

当地钛产业链不断延伸的一

个缩影。

走进由宝鸡拓普达钛业有

限公司控股的国钛金属高端制

造工业园，巨大的电子束冷床

炉正在轰鸣运行。“从海绵钛投

入到钛及钛合金产成品，所经

历的熔铸、锻造、轧制、刨铣等

过程中会产生不少‘残废料’，

通常综合利用率只有 40% 左

右。我们对钛材的‘残废料’进

行鉴别、表面去污、切割等处理

后，通过冷床炉熔炼实现再次

利用，有效减少浪费并提高效

益。”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乔璐说。

据了解，国钛金属高端制

造工业园建设项目包括残钛

绿色回收及熔炼中心、钛及钛

合金锻造中心、辗环加工中心

等。“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

可年产高品质大规格钛铸锭

8000 吨、钛及钛合金锻件 3000

吨、新能源钛材产品 3000 吨，

实现年综合收入 10 亿元。”宝

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勇锦说。

为了将钛产业的“版图”

不断扩大，宝鸡打出了一套涵

盖园区建设、人才引进、平台建

设、校企协作的政策“组合拳”。

当地政府、龙头企业、行业机构

和专家组成钛及钛合金产业链

专班，通过推行“群长制”“链长

制”，帮助企业进行产销对接，

形成了“集群式”落地、“链条

式”发展的良好态势。

目前，宝鸡作为国家重点

布局的钛及钛合金研发生产基

地，已形成“钛铸锭—钛锻件—

钛加工—钛部件—钛设备”的

完整产业链条，钛材年生产加

工量近 7 万吨，产业规模位居

全国第一，产品远销 7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

明年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 9项

重点任务，其中‘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

在首位。未来，宝鸡市将继续

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钛产业

创新生态体系。到 2025 年末，

宝鸡钛及新材料产业力争实

现‘1151’发展目标，即钛材加

工能力达到 10 万吨，钛及新材

料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上市企业达到 5家，高层

次人才达到 100 名，推进钛及

钛合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宝鸡市经济合

作局局长、市钛及钛合金产业

链副链长韩明芳说。

（新华社西安 12 月 14 日电）

从 1户到 600 户——

陕西宝鸡钛产业链集群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张思洁

宝钛集团宽厚板材料公司 3.3 米四辊可逆式热轧机组生产线正在轧制钛钢复合板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