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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10 点钟来到这个窗
口，11 点 50 分完成整个营业执照的
申报程序，下午 4 点就把公章领到
手了，让我充分体验了‘一站式、一日
式办结’的高效率服务。”8月5日，说
起开办企业的经历，大连久福商贸物
资有限公司的办事人员宫先生对瓦
房店市优化企业开办流程赞不绝口。

以往在瓦房店市，新开办企业要
跑4个部门、3个办事场所，反复提交
材料、认证身份，大约需要 11个工作
日。今年，瓦房店市大力推进“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以方便群众、快速
准入和“最多跑一次”为工作目标，打
造“一站服务、一套材料、一次提交、
一处认证、一窗受理、一日办结”工作

模式。
为解决群众重复跑腿、重复提交

材料等问题，瓦房店在市综合政务服
务大厅划出单独的办公区域，设立全
融合式的新办企业服务专区，将工商
登记、公章刻制、发票领取、银行预约
开户 4 个环节统一为一个完整的闭
环，减少了群众跑动次数。为方便企
业，瓦房店市还联系制章企业，提供
刻制公章上门服务。制章企业接到
办事人的刻章订单后，3小时内即可
将刻制完成的公章送至办事大厅，免
去了办事人的往返奔波。

在大连，像瓦房店这样优化企业
开办全流程服务、实现常态化新开办
企业一日办结目标的已不是个例。

据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介绍，大连市通过设立新办企业专
区、推进“指尖预约”服务、采取智能
排队管理、自助打印营业执照、银行
帮办等方式，将企业开办时间再提
速，率先在全省实现 8 小时以内办
结，让办事人真正“只跑一次”。

据了解，今年，大连市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与公安、税务部门联合下发
了《大连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工作方案》，从6月1日开始，将企业注
册登记“以小时计”，把时间压缩至12
小时以内，并实现市、区两级“四个统
一”，即“统一设立专区、统一规范流
程、统一工作任务、统一工作标准”。

按照要求，各区（先导区）市县大

力推进相关工作，依据各自情况确定
提速方式，目前已实现常态化企业开
办 8小时内办结。中山区推进“指尖
预约”业务，缩减办事人员进厅等候
时间。沙河口区采用智能排队管理
系统叫号，对办事人员进行科学分
流，提高工作效率。西岗区创新企业
登记便利化举措，在全省率先推出

“自助证照服务一体机”设备，并自助
打印出第一张新版营业执照。旅顺
口区开展“政银助企”合作，银行工作
人员进大厅帮办，为全面推行银行代
办网上全程电子化登记业务、实现登
记窗口的延伸拓展打下了基础。

井惠群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吕 丽

跑一个场所 递一次材料

大连企业开办时间提速至8小时以内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8月 6
日，记者从沈阳市沈北新区获悉，沈
北新区国资国企动态监管信息系统
上线运行，这是我省第一个上线运行
的区县级信息系统。该系统的上线
运行，将为加快国企改革、推进国资
监管职能转变、增强国资监管提供强
有力的信息化保障。

据了解，沈北新区国资国企动
态监管信息系统能够实时在线监测
国企构成、人员信息、资产状况、投
资状况和经营情况，并能够实现财
务综合分析，体现了沈北新区国资
国企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转变
——变“管企业”为“管资本”。同
时，国资监管工作将更加科学化、信

息化、标准化。比如，沈北新区采取
信息化手段，通过横向联合、纵向整
合的方式，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推动
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向主业集
中，以增强核心业务盈利能力，依法
依规引导低效、无效企业逐步退出，
以此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沈北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沈
北新区将以动态监管信息系统为依
托，以信息化推动国资监管职能转
变。到 2020 年，全区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将在企业核心竞争力、混合所
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
监管职能转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和党对国有企业领导 6 个方面实现
突破。

省首个县区级
国资国企信息系统上线

8月6日，记者在沈阳胜利大街快速路工程、中德
产业园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工地看到，
各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景象。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城建项目的建设者都在加
班加点赶工期，确保工程如期完成。目前，胜利大街跨
浑南大道桥工程进展顺利，工程建设已由下部结构施

工转为上部结构施工，预计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中
德产业园地下综合管廊已建设完成990 米，计划9 月
30日主体完工。

据了解，今年沈阳在建的城建重点项目达 50 多
个，包括交通设施、生态环境、公用设施等。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阳重点城建项目赶工忙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8
月 5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俄油
项目 11套生产装置圆满完成首次检
修任务，继续投用全流程智能控制系
统，装置实现安全、绿色、环保一次开
车成功。

智 能 控 制 是 石 化 企 业“ 安 、
稳、长、满、优”生产的重要保障。
辽阳石化俄油项目 11 套新建生产
装置在去年 9 月的开工过程中，首
次采用全流程智能控制系统，将
传 统 PID 控 制 改 造 为 智 能 控 制 。
俄油项目智能控制包含多个关键
技术。辽阳石化公司将 989 个基
础控制回路升级为智能控制，优
化 控 制 方 案 70 个 ，涉 及 269 个 控
制回路。

2018年9月，伴随俄油项目11套

装置陆续投料开车，智能控制也陆续
投用，为装置一次开车成功提供了有
力保障。辽阳石化在新建炼油装置
开工过程中成功应用智能控制，在国
内尚属首次。

今年恰逢辽阳石化公司 3 年一
次的大检修。俄油项目 11套装置利
用大检修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瓶颈、
隐患、泄漏点问题。停车过程中，俄
油项目 11套装置充分利用先进的智
能化停工程序，使系统更平稳、操作
更方便。

经过检修，俄油项目开工过程
中 再 次 投 用 全 流 程 智 能 控 制 系
统，11 套生产装置一次开车成功，
智能精准控制率达 98%以上，缩短
了停工时间，有效推动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

辽阳石化俄油项目
智控系统助力装置检修成功

建昌县牤牛营子乡洞底下村的
冷杰文压根没想到，土地还是那片土
地，自己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生活却
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幸福。

冷杰文今年 64 岁，老伴儿患肺
气肿，儿子残疾，过去需要举债过日
子。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变化的是建
昌县兴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的天
香源生态农场。

创立于 2015年的兴业种植合作
社，是当地资本下乡的成功范例。以
建昌县被列为“国家级生态县”为契
机，之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任立民，

在农业产业开辟出新天地。他坚持
“绿色、环保、生态”的经营理念，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以洞底下
和蒿子沟两个村为中心，流转土地
133公顷，建起天香源生态农场。

看好油用牡丹和观赏牡丹的市场
前景，天香源农场大胆进行试种。经
过3年多的栽培和驯化，牡丹成活率达
93%以上。他们还成功移栽百年牡丹
150株，打破了“自古牡丹不出关”的种
植格局。目前，农场共种植油用牡丹、
观赏牡丹50万株，牡丹育苗500万株，
成为东北最大的牡丹种植基地。还种

植特色果树5万株、绿化树10万株。
“一亩地一年流转金1000元，这份

收入不错！”冷杰文说，以前脸朝黄土背
朝天，他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就三五百
元。好事不止一桩，因为合作社积极响
应精准扶贫号召，牤牛营子、素珠营子、
喇嘛洞3个乡镇8个村的158户农民入
股合作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8户。
合作社还吸纳村民投工投劳，并对建档
立卡户优先录用。冷杰文一家三口都
在农场务工，土地流转与上班打工两头
挣钱，一家人一年净赚6万多元。

“我们常年日用工 60多人，零散

用工 150 多人，生产旺季用工达 300
多人。”据农场负责人介绍，仅去年农
场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99户 360
人，今年已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45
户 220人。此外，农场还免费提供牡
丹种苗、技术支持和培训，按照保护
价回收牡丹，带领周边农户致富。

随着农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生
态旅游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蒿子
沟村村委会主任韩义说：“我们这儿
的土特产品卖得特别好，杂粮、鸡蛋、
小鸡、蜂蜜等，不用吆喝，顾客就上门
了，产品供不应求！”

洞底下村种出“致富牡丹”
齐秀双 本报记者 李万东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车
间里种着花、养着鱼，加工完铸件，工
作人员身上的白大褂依然干净如
初。7月30日，在位于沈阳近海经济
区的沈阳中屹科技有限公司，50多家
来自辽宁、河北、山东的铸造企业负
责人亲身体验了智能环保铸造壳模
生产线的神奇，3家企业当场签订购
买协议。

传统铸造生产方式自动化程度
低、生产效率低、加工环境噪声大、污
染高。为破解这一难题，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中屹科技公司融合黏土砂造
型等优势，创新研发了具有全线智能
控制、全线除尘等特点的智能环保铸

造壳模生产线，使生产环境噪声排放
达到国家标准，加工效率大幅提升。
对比实验表明：传统铸造作业模式
下，一条生产线需 20名工人，一个月
只能生产 100吨铸件；新研发的生产
线，一条生产线仅需 3 名工人，根据
产品不同，月产铸件可达 600 吨至
3000吨。

中国铸造协会会长张立波表示，
智能环保铸造壳模生产线在内部组
织、机械性能方面大胆创新，提高了
铸件质量和生产效率，解决了污废排
放问题，这一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地位，在铸造业中小企业中具有很高
的推广价值。

沈阳民企
创新研发智能环保铸造线

本报讯 近日，省军区沈阳第八
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带着老干部的一片
爱心，与新能源建设技术团队一同来
到新民市新柳街道后营子村，为村里
架设了 30盏太阳能路灯，解决了村民
夜间出行难题。

前些年，后营子村硬路面通到了
家家户户，但是由于没有配套建设路
灯，不仅村民出行受限，很多需要连夜
送往城市里的鲜活农副产品也只能等
到天亮才能运送。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军区沈阳
第八干休所的老干部决心为后营子村
解决这个难题。经过反复论证，他们
决定采用新能源建设方案，用太阳能
路灯取代传统路灯。

30盏太阳能路灯很快架设完成，
使村里的农副业生产不再受黑夜困
扰，村民的夜间文化生活也有了明亮
的场地。 孙 杰 黄健伟

太阳能路灯照亮
后营子村人夜行路

本报讯 水务工作人员通过手
机APP，就能实时采集监控数据，哪
儿有漏损，可以在第一时间精准锁定
位置。阜新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这种“网格分区+远程数据”的智慧
降漏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明明知道有
跑冒滴漏却找不到漏损点的尴尬。

阜新是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城
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的
1/2，85%的公共水源为域外水源，供
水成本高昂。同时，供水设施严重
老化，很多是超期服役，更新改造较
为滞后。

阜新水务集团眼睛向内，依托互
联网技术，创新智慧降漏理念，把漏
损率控制指标列为经营管理的核心，
让涓涓清水不再跑冒滴漏。

近年来，阜新水务集团建立了四
级分区计量体系，通过缩小管理单
元，把防漏损的触角延伸到楼群和管

线。每5个到10个住宅楼为一个管
理单元，在每个单元配水主管线上加
装远程遥控水表。同时，对长距离供
水管线，特别是故障率较高的管线采
取分段加表的方式进行监测。截至
目前，共建立四级分区 196 个，2022
年全部完成后，四级分区将达 1000
个以上。

过去核查漏损，基本上靠人工抄
表比对，周期较长。从2017年开始，
阜新水务集团配合四级分区建设，将
不具备远程遥控功能的计量表进行
升级改造。同时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平台建设生产调度指挥系统、分
区计量 SCADA 系统、表务管理系
统、手机APP移动抄表平台等，形成
集五大应用模块、20 类应用平台于
一体的智慧管理体系，为漏损管控提
供精准解决方案。

王子奇 本报记者 侯悦林

阜新“智慧水务”
为漏损管控提供精准解决方案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8月
6 日，记者从阜新市获悉，两年来，阜
新市人社局累计为18家企业的33名
人才提供安家补助109万元。

为解除来阜新就业创业人才的
后顾之忧，去年，阜新市出台政策，对
人才安家进行补助。其中，对在阜新
就业创业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以及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与
企业签订不少于 5 年劳动合同并在
阜新首次购房用于自住的，分别给予
最高10万元、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
补助。

阜新为人才
发放安家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