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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志伟 通讯员 黄政伟）不惧极寒，智能
巡检。我国高寒地区露天煤矿首次用上国产特种机器人——
日前，从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传来喜讯，在该公司组织专家召
开的北露天煤矿胶带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技术开发与应用项
目验收会上，由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制的、基于
5G技术的露天矿轨道智能巡检机器人顺利通过验收。

此举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露天矿5G轨道智能巡检机
器人，首次应用在高寒地区露天煤矿输煤系统。

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是一座
因煤而建的草原煤城。在这里，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所属5
个露天煤矿总产能已达8100万吨/年，占全国露天煤矿总产
能的12.5%。其中，北露天煤矿地处高寒地区，全年无霜期仅
有 3 个月，年平均气温零下 0.5 摄氏度，极端气温达到零下
37.2摄氏度。

中信重工研制的这款露天矿5G轨道智能巡检机器人，凭
借自身的卓越特性，不仅能够在冰天雪地代替人工完成智能
巡检，还实现了5G互联及大数据上云。

中信重工机器人研发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机器人采
用耐低温设计，具备超低温适应能力，可在零下40摄氏度的
极端环境中工作，“尤其在极寒条件下，可保证充足的动力输
出，特别适应低温环境下的露天煤矿等场所”。

这款机器人还具有图像、声音、红外热像、温度采集分析、
双向语音对讲、自动充电、精准定位等多种智能化功能，能够
代替人工24小时全站、全设备巡检，及时评估分析、判别设备
故障和自动报警。

此外，其系统内置5G网络模块，实现了巡检机器人系统
与智能机器人云平台的互联互通，可完成机器人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预测维护、算法训练、远程升级、远程监控和故障诊
断等。

验收专家组认为，中信重工露天矿5G轨道智能巡检机器
人的功能性、实用性得到了用户的一致认可，其成功应用，对
提升我国露天煤矿设备安全运行和生产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露天煤矿输煤系统领域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未来，针对煤矿生产管理需求，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将不断加强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研制出具备更多功
能、更高智能化水平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助力“绿色、零碳、
智慧、无人”的智慧化矿山建设，为我国煤矿行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中信重工5G技术露天矿
轨道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内蒙古上岗

我国高寒地区露天煤矿
有了智能巡检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赵亳）昨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
2020 年，我市技术合同成交 1059 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53.8 亿元，首次超
过50亿元，同比增长11.62%。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衡量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活 跃 态 势 的 重 要 指
标。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技术交易日趋活跃，成交额快速
增 长 ，得 益 于 在 机 构 建 设 、人 才 培
养、政策落实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
施：一是持续深化技术转移体系构
建，积极培育各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目前全市共培育发展各级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 52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27 家、市级 24 家；二是成立
技术经理人联盟，探索政产学研金
介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技术成果
交易、资源共享、创新服务、合作交
流网络，加速区域内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进程；三是落实各类奖励措施，
激励技术转移转化，开展技术交易
奖 励 工 作 ，累 计 奖 励 资 金 254.22 万
元，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省级技术转
移转化后补助及省级以上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后补助，累计奖励资金 340
万元。

去年我市技术合同成交额首超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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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马晓博）记者3日从市商
务局获悉，省商务厅日前公布了第五批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
区名单，我市的TODAY新都汇购物公园、洛阳丹尼斯百货政
和店榜上有名。至此，我市被认定为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
的商圈达12个。

品牌消费集聚区以其完备的功能，较高的品牌商品、品牌
商家和品牌服务集聚水平，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已成为区域
消费高地。我省自2014年开始在全省开展品牌消费集聚区
培育和认定工作，根据《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认定办法》，省
商务厅将对最终认定的品牌消费集聚区颁发牌匾，优先纳入
项目管理，优先安排项目资金支持。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提力是全力实施“五提”
行动的重要一环，品牌消费集聚区是促进消费的重要载体。
下一步，我市将加强对品牌消费集聚区的动态管理，继续培育
认定品牌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为洛阳都市圈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我市再增2个
省级品牌消费集聚区

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工作会议明确“十四五”时期工作目标——

本报讯（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周
亚伟）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十四五”
时期，我市将着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加快“三个转变”、实现融合发展，加快
建设洛阳文旅都市圈，建成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和国际人文交往中心。

会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文旅工
作目标：到2023年，建成隋唐洛阳城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等文旅地标，成功
创建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国
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到2025年，“最早中国”“东方博物
馆之都”等成为国际知名文旅品牌，基
本建成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国际人文
交往中心，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及收
入比重均占全省20%以上。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重点做好
以下六方面工作，在推动文化繁荣兴
盛上奋勇争先。

加快建设洛阳市文化中心，
加强“河洛书苑”城市书房的运行
管理，建立公共文化资源平台，探
索“菜单式”“点单式”服务。

实施旅游交通畅达工程，
增加旅游公交专线和景区直通
公交，完善旅游集散中心、停车
场、自驾车房车营地等配套设
施建设。

加快泉舜万豪酒店等国际
品牌酒店建设，实现4星级酒店
县域全覆盖。

打造“两节一会一论坛”交
流平台，策划举办国际文旅经贸
活动，让河洛文化旅游节更有

“国际范儿”。强化国际文化交
流，在主要客源国设立洛阳文化
旅游推广中心。

加强区域联动，扎实推进洛
济深度融合发展和洛平、洛三、
洛焦联动发展，积极融入郑洛西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形成“两山
四河三片区”文旅融合新格
局，到 2025 年都市
圈接待游客数量达
到2.7亿人次。

加快推进广电 5G
网络发展，探索开办
适应 5G 应用场景、满
足 多 终 端 需 求 的 5G
频道。

加快农村广播电
视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探索实施智慧广电乡
村工程，从“户户通”向

“人人通”“移动通”“终
端通”升级。

近日，在洛阳福格森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装备车间内，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大型农耕机械，为春耕
春播生产提供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福格森”系列自走式玉米收割机、捡拾打捆机、拖拉机整
机性能国内领先，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出口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郑占波 摄

加紧农机生产
乡村振兴助力

围绕“黄河历史文化、隋唐洛阳
城、一带一路、客家和河洛文化、东方
博物馆之都、基础设施、休闲康养、工
业遗产”八个专项，实施隋唐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大谷关客家小镇、“东方博物
馆之都”等重点文旅项目，加快构建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黄河文
化精品旅游带示范区、伏牛山国民休
闲旅游度假地、洛河人文历史旅游体
验带、伊河生态休闲旅游体验带“一核
两翼两带”空间布局。

到 2025 年，70%以上县（市、
区）成功创建国家和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

从六个方面描绘
古今辉映、诗和远方新新画卷

狠抓项目
增强文旅发展动能

提升水平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扩大开放
提升国际影响力

强化创新
打造智慧广电

围绕强化“历史文化的现代表达、
河洛文化的国际表达”，持续提升“老
三篇”，着力打造“新三篇”，叫响“隋唐
洛阳城”“最早中国”“丝路起点”“运河
中心”“牡丹花城”“书香洛阳”等文旅
品牌，形成以黄河文化精品旅游带为
牵引，隋唐洛阳城等各大考古遗址公
园和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等非遗园区为
重点，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
为支撑的河洛文化展示体系，不断描
绘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新画卷。

围绕“古都新生活，时尚洛阳城”主
题，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活动，积极培育
天心文创园等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龙门
古街等特色文旅街区、大河荟等文旅综
合体，形成一批文旅消费集聚区。

持续提升“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
城”活动，建设洛邑古城二期等夜间文
旅项目，打造应天门广场等“夜洛阳”
地标，建成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国家
级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

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
展趋势，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工程，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
消费模式，建设“数字龙门”“云定鼎
门”“数字隋唐洛阳城”“数字大运河”，
推动文化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拉长产
业链条。

打造特色文创品牌，持续开展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设计生产兼具艺术
性和实用性的洛阳特色文创产品，建
成一批“洛阳礼物”体验店。开展“双
进双促双服务”活动，推动“洛阳礼物”
进景区、进酒店、进高速公路服务区。

树立品牌
增强文旅核心吸引力

促进消费
提升文旅综合效益

近日，在位于孟津
县朝阳镇崔沟村的现
代化养鸽车间内，村民
张奇锋正在喂养鸽子、
查看肉鸽生长情况。

张奇锋是拥有 2
万余只鸽子的养殖大
户。他致富不忘乡邻，
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肉鸽养殖模式，
带动当地肉鸽养殖产
业发展，助力农民致富
增收。

记者 梅占国
通 讯 员 郑 占 波

常珂 摄

肉鸽养殖
带农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