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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初以来，朝阳县
以不断挖掘增收潜力为目标，以京
津冀产业转移、大连对口支援、江苏
对口合作为契机，以积极开展与发
达地区产业合作、共同建设“飞地园
区”为主线,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成
片成面成规模”承接发达地区产业
转移，全力推进“飞地经济”发展，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悉，截至 5
月末，该县已落地开工“飞地项目”
12 个，总投资 7.81 亿元，预计实现
税收 7849 万元；新签约“飞地项目”
5 个,总投资 47.31 亿元，预计实现税
收 25150 万元。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不断加大
“飞地经济”项目招商引资力度。1
月 份 ，县 委 、县 政 府 召 开“ 飞 地 经
济”工作大会，安排部署全体副县级
以上领导带队亲赴京津冀招商，县
直 各 部 门 单 位 、各 乡 镇（场）街 道

“一把手”亲自挂帅，紧盯北京首都
功能疏解工业企业外迁这一讯息，
抱着招不到商不还乡的决心，轮流
常驻京津冀地区。

强化管理，科学统一规划，分门
别类承接项目落地。为更好地承接

“飞地项目”，该县在将柳城经济开
发区作为项目“飞入地”基础上，新
规划出 5.94 平方公里面积设定为

“飞地经济”专属园区，分为 3 个组
团，其中 A 组团装备制造(精密铸造
及机加)占地 1.05 平方公里，B 组团
有色金属(建筑新材料)占地 2.75 平
方公里，C 组团高新技术及农产品
加工占地 2.14 平方公里。“飞地经
济”专属园区按 4 个产业分成 4 个区
域，主导产业分别为有色金属、新材
料新能源、精密铸造机加、建材模

具。“飞地经济”专属园区通过创新
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成等合作
机制,把功能、类别一致的项目统一
落户。目前，“飞地经济”专属园区
已有落地项目 9 个。

优化服务，动态跟踪，促进项目
落地生根。为加强对“飞地经济”项
目的管理,促进“飞地经济”工作深
入有序开展,确保落地项目尽早投
产、签约项目尽快落地，该县对“飞地
经济”项目实施动态管理、“保姆式”

服务。一是要求各引资乡镇积极推
动签约项目落地，明确路线图、时间
表，倒排工期、紧扣节点，并明确专人
担当“项目保姆”，负责签约过程佐证
材料收集整理、签约协议规范、帮助
企业选址、办理证件等手续，协调解
决项目落地要素制约难题等。二是
要求各引资乡镇和落地园区积极推
动落地项目投产。由引资乡镇与落
地园区协商，确定1至2人担当“项目
保姆”，负责落地项目相关要件收集

整理，全程跟踪，入企问难，为项目提
供指导和服务，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确保项
目尽快建成达效。三是对“飞地经
济”项目要每半个月统一上报一次，
如有项目变动，随时更新。具体跟踪
每一个项目，协调、沟通、上报、解决
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致力于
签约项目尽早落地、落地项目尽快投
产达产。

冯建波 本报记者 张 辉

成片成面成规模承接京津冀等地产业转移

朝阳县今年已签47亿元“飞地项目”

第二套 5000 吨生产线近期即将
投产，3000 余平方米研发中心正在
装修，化验室外墙在做保温，1000 余
平方米食堂也已建成，拥有发明专
利技术 2 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24
项，其中“液相法生产不溶性硫黄的
方法”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朝
阳明宇化工有限公司迸发出勃勃生
机，并以自身的发展壮大证明，构建
自己独特的知识产权体系，自主创
新是企业永续发展的根基和不竭的
动力之源。

位于朝阳县二十家子镇东南沟
村、二缸线路边的明宇化工成立于
2002年，是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橡
胶及轮胎用不溶性硫黄研发、生产、
销售的企业，更是一家典型的原料、
市场两头在外，利税、效益留在当地
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公司生产的天

奇牌橡胶用不溶性硫黄系列产品具
有高热稳定性、高分散性等特点，
2018年 8月被评为“辽宁名牌产品”，
成为国内同行业中质量、产量、技术
水平领先者。

始终关注技术研发与创新，与高
校、科研院所及国内外高端实验室广
泛开展技术交流合作，是这个小企业
的远大目光和不懈追求。自成立开
始，公司不断引进国内技术专家，现
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持
续创新能力的技术研发体系，搭建起
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开放式技术创
新平台，努力推动行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

公司拥有“一种液相法生产不溶
性硫黄的方法”“不溶性硫黄预分散
胶母粒及其制备方法”2 项发明专利
技术，“一种有效防止粉尘飘散的振
动筛”等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技术24

项。2011年7月，液相法生产IS-HD
“四高”不溶性硫黄被辽宁省中小企业
局评为“专精特新”产品。2012年公司
技术团队与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合作，历经3年时间、上百
次试验，克服了现有技术工艺上存在的
缺陷，成功开发出“一步法”制备高品质
不溶性硫黄工艺，实现全流程无水密闭
操作，无“三废”产生，在降低成本的同
时，安全环保性能大大提升，产品质量
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市场前景极
其广阔。该项目2016 年荣获朝阳市
首届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2017 年 6 月，由朝阳县委、县政
府牵线搭桥，公司与沈阳化工大学能
源与化工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成立
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科研
工作站和技术研发中心，为公司科研
技术和人才建设搭建了良好的交流
平台。同时，还吸引了国内研究不溶

性硫黄领域的顶尖人才黄万的科研
团队加盟。如今，新的研发成果已经
转化为新的生产线，年产 1.5 万吨高
品质不溶性硫黄新项目一期已全部
投产，二期正在设备安装中，三期正
在储备中，到今年年末全部竣工后达
产可以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元。

公司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赢得
了多家国内外大型橡胶轮胎厂家的
认可和信赖，公司先后与三角轮胎、
锦湖轮胎、玲珑轮胎、赛轮金宇、江苏
通用轮胎、青岛双星轮胎等30多家企
业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此外，产品还
远销白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印度
尼西亚、印度等国家。

这个最初租用1.2公顷土地建成
的小企业，经过十余年的持续发展壮
大，现在厂区面积已扩展至 13公顷，
产值、利税逐年递增，公司也从一家小
企业升级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明宇化工靠自主创新走向世界
冯建波 本报记者 张 辉

朝阳市铁矿资源丰富，却长
期受困于技术无法突破，只能利
用优质磁铁矿资源生产高炉用
普通铁精粉，大量的复杂难选铁
矿资源无法得到工业化开发利
用，企业产出效益不高。

为破解企业技术难题，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朝阳市主
要领导多次赴东北大学洽谈协
商，推动东北大学与朝阳在矿
产资源开发及精深加工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朝阳县及时跟
进，依托朝阳天马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与东北大学合作，投资1
亿元，组建朝阳东大矿冶研究
院，围绕“技术研发服务、科技
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引进培养”
这个合作目标，依托丰富的矿
产资源优势，坚持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高校助力原则，整合三
方资源，促进深度融合。

朝阳县主要领导现场调研
并大力推动，带领土地、环保、
营商、财政、电力等部门现场为
其解决资金、用地、审批、用电
等方面问题，县直各相关部门
主动上门服务，为其建设和发
展提供强有力保障。在强力推

动下，天马集团和东北大学又
联合组建辽宁东大矿冶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以资金股和技术
股的入股模式成立了董事会，
天马集团负责研究院日常管
理，研究院重大事项由董事会
集体研究决定，研究院研发的
成果归东大矿冶公司所有，推
广、转化由公司负责，极大调动
了合作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

为激励“2011 计划”钢铁共
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铁矿绿
色开发与利用方向团队的研发
热情和积极性，东大矿冶研究
院特聘东北大学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等105人的专家团队，
重点研究复杂难选铁矿石悬浮
磁化焙烧技术。经过反复试
验、改进和中试，目前该项成果
已先后在鞍钢、酒钢、海南铁矿
等企业，以及摩洛哥、塞拉利
昂、赞比亚等国家进行试验、转
化。目前，该团队已研发出铁
矿石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新型陶
瓷球搅拌磨技术、新型浮选药剂
研发技术、硫酸钙晶须生产技
术、深度还原短流程熔炼技术、

高效分选中试系统、高压辊磨干
法制粉系统等7项技术成果，获
得发明专利近百项。目前，研究
院已进入盈利阶段，今年3月份
向辽宁三和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转化悬浮磁化焙烧科技成果 1
项，合同金额达1200万元；海矿
集团及中钢集团阿尔及利亚项
目科技成果转化合同正在洽谈
中。辽宁东大矿冶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预计3年可实现产值4亿
元至5亿元，税收5000万元以上，
带动就业2000人。

在“大学进园区进企业”的
政策带动下，东大矿冶研究院
着力成果转化，逐步走向市场，
将科研成果广泛推广应用到省
内、国内以及国外钢铁企业，均
收获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它的
成功运行是政府、高校与企业
协同创新的典型代表，为经济
欠发达地区实现创新发展、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
式，补齐了企业人才匮乏的短
板，为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开辟了新路。同时，适应了大
学和企业各自的需求，服务地
方发展，实现互惠共赢。

校企牵手实现互惠共赢
——朝阳东大矿冶研究院建设发展侧记

赵 越 冯建波 本报记者 张 辉

本报讯 今年，朝阳县劳动就
业局坚持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
目标，对全县20个乡镇的31个村进
行摸底调查，分类分步地开展有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为贫困户提升知
识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劳动收
入，通过培训式“造血”进一步助力
脱贫。

朝阳县以县劳动就业局为牵头
单位，通过对全县20个乡镇的31个
省市销号村进行集中筛查，根据各
村实际需求开展中式面点师、中式
烹调师、焊工等多样化技术培训，解
决家门口就业，帮助贫困户扩大增
收渠道。

据悉，朝阳县自今年 3 月份开
始进行下乡进村宣传，村民积极报
名，踊跃参加。培训采取理论和实
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对学员
一对一互动授课，使学员们在培训
中获取了自己想要学习的技能。

截 至 5 月 末 ，已 完 成 胜 利 乡
三道梁村、大庙镇贝子胡同村、东
大道乡郭杖子村、波罗赤镇白营
子村等 9 个乡镇 11 个村的扶贫培
训工作，共培训 15 期班、709 人，
其中包含建档立卡户 145 人，为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
色助力。

赵 越 本报记者 张 辉

技能培训为贫困户“造血”

本报讯 今年初以来，朝阳县
为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高效、便
捷的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务服
务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改革工
作，按照减事项、减要件、减流程、减
环节、减次数的要求，全面推进行政
审批流程优化，让企业和群众到政
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加快推进线上“一网通办”。朝
阳县组织各相关部门在四类事项的
基础上全面推进行政处罚、行政检
查、行政强制、公共服务等“10+1”类
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截至目
前，已完成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七
大类709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认领维
护工作。

全力推进线下“只进一扇门”。
朝阳县新建 1.2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
中心大厦将于 2019 年底前交付使
用，届时，各进驻单位、各分中心统
一进驻新的服务大厅，全面实现线
下办事“只进一扇门”。

认真梳理“最多跑一次”清单。
朝阳县已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100 项，并结合“一体化”平台建设
推进情况，制定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就近办“四办”清单。在各政
务服务大厅、办事机构严格执行《辽
宁省第一批取消调整涉及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的证明目录》，确保应取
消的取消，应调整的调整，推进流程
再造，及时调整办事指南。

郭 伟 本报记者 张 辉

七大类政务服务事项完成认领

今年初以来，朝阳县林业和草
原局分节点逐步推进扶贫果园建设
工作，有效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助力全县精准扶贫工作。截至目
前，该县已建成50个扶贫果园，涉及
24个乡镇48个行政村，其中集中连
片面积在20公顷以上的14个，13公
顷以上的 10 个，6.7 公顷以上的 26

个。果园栽植品种为苹果、李子、
梨、桃、山楂、葡萄、扁杏等。

果园建成后，将带动朝阳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1838户3642人获得效益
红利，实现贫困户稳定脱贫，走上产
业致富之路。

冯建波 本报记者 张 辉 文
赵 妍 摄

扶贫果园拓宽产业致富路

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
夕，朝阳县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展示活动，吸引市民走进展演展
示现场，一睹非遗魅力。

朝阳县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
作，在非遗项目保护、抢救、发掘、传
承、利用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截至目前，共普查重点非遗线
索 231 个，入选国家级名录项目 1

项、省级名录项目3项。
本次活动精选了朝阳县最具代

表性的朝阳社火“霸王鞭”、鼓乐、绣
活、烙画、葫芦微雕、泥塑等非遗项
目进行展演展示，让观众零距离领
略县域内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艺
术魅力。

本报记者 张 辉 文
冯建波 摄

市民争睹非遗魅力

图说 TUSHUO

去年以来，朝阳市委、市政府针对人才总量小、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现有人才不足以支撑振兴发展需要的实际，积
极组织开展了“大学进园区进企业”工程，着力把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项目、成果引入朝阳，引领和拉动朝阳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活动开展一年多便取得可喜成果。

位于朝阳县柳城经济开发区的朝阳东大矿冶研究院就是“大学进园区进企业”工程的优秀代表，也是该县乃至全市
校企合作的典范，为朝阳发展动能转换、产业提档升级增添了动力、注入了活力。

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在整理发往德国的产品。 仇一军 摄

朝阳东大矿冶研究院正在进行扩大悬浮磁化焙烧中试
系统矿物质磁选分离技术作业。 冯建波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水平，朝阳县扎实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暨“千村美丽、万村整
洁”行动，集中力量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打好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
的硬仗。

发挥党员能动性，将人居环境
整治与“先锋堡垒”结合起来。党员
带头，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从房前屋后改起，从
不良生产生活习惯抓起。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人居环
境整治与乡风文明结合起来。严格
治理“八乱”现象，以家风带乡风，以
乡风促民风。

加强“植绿创美”，将人居环境
整治与“创森”结合起来。与全县

“创森”工作相结合，抓好城区绿化、
道路绿化、村屯绿化工作，为群众美
好生活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条件。

以产业发展为牵引，将人居环
境整治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做大
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发展种植业、养
殖业、乡村工业、旅游观光业，加强
美丽乡村建设，突出“绿色、有机、特
色”，让乡村美、产业兴、农民富成为
良性循环，造福一方百姓。

从“三清一改”做起，将人居环
境整治与生态宜居结合起来。在全
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宣
传力度，细化整治重点，明确时间节
点，量化考核指标，努力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

赵 越 本报记者 张 辉

“内外兼修”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