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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在
刚刚落幕的 2019第四届中国（沈阳）
国 际 机 器 人 大 会 上 ，投 资 总 额 达
103.5 亿元的 7 个项目签约落户沈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值得关注的
是，这 7个新签约项目中，6个项目都
与智能制造产业相关。

记者了解到，作为沈阳市高新技
术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近两年来，沈
阳高新区坚持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新
兴产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产业获得长
足发展。目前，区域内智能制造企业
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59.6%，从业
人数超过 4万人；今年前 7个月，智能
制造产业实现产值 156.7 亿元，同比
增长 8.1%；今年年底前，多个重点项

目将实现厂房封顶或投入使用。
沈阳高新区是国家首批“双创”

示范基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国家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知识产权
示范园区以及国家首批科技服务业
试点区，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了雄
厚的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已成为
沈阳开放创新的主阵地。围绕智能
制造产业特点，沈阳高新区着力在研
发领跑性技术、转化原创性成果、打
造变革性产业方面下功夫，在产业创
新、技术创新方面发力，加快推进平
台载体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多层次人才集聚、开展多维度引资
引智等工作，努力走出一条原创发展
之路。

目前，沈阳高新区内，一批智能
制造产业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年底前，总投资 51 亿元的机器人未
来城项目将有部分厂房封顶，该项目
将建设四大产业中心、八大产业平台
和三大空间节点；投资 10 亿元的安
拓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二期厂房
将投入使用，已有北京伊贝格机械等
40多家高端智能制造企业签约入驻。

在孵企业项目发展迅速。飞利
浦（沈阳）产品创新中心合并美国CT
项目部，成为全球最大的 CT 研发中
心；沈阳慧远自动化有限公司入驻第
二年，产值即超过亿元；骐迹机器人
设计项目产值两年翻两番。

同时，沈阳高新区不断夯实人才

技术支撑能力，推动智能制造等新兴
产业加快发展。东北大学机器人科学
与工程学院现已运行３年，每年招收
博士 20人、硕士 60人；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创新研究院投入使用；国科大机
器人学院项目开工建设；全国唯一的
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已正式挂牌，建
设了机器人互联网云平台，与德国南
德意志集团合作扩展检测中心业务。

在产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企业
个体的成长态势也进一步向好和提
升。沈阳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在 2017 年 240 家、2018 年 338 家的
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新增 74家，总
数达到 412家。不到两年时间，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近一倍。

智能制造企业加速集聚沈阳高新区
目前已占区内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59.6%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由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推荐申报的中车
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的

“中国—捷克牵引与控制技术‘一带一
路’联合试验室”获批建立，成为科技部
首批14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之一、
辽宁省首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据悉，该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电
传动系统仿真实验室、变流器可靠性
仿真试验室、网络控制系统联调实验
室、网络一致性测试实验室、电磁兼
容实验室、冲击振动实验台、环境试
验室、轮轨黏滑实验系统平台、机车/
动车组/城轨车辆牵引系统实验平
台等 20 余个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的实验室。同时通过与国内
外知名高校开展交流合作，充分吸引
国内国际优势科研力量和科技资源。

该实验室将依托中车大连电牵
公司建立的中国中车—捷克技术大
学联合研发中心，以轨道交通装备牵
引与控制技术为主要研究目标，坚持
以“一带一路”对轨道交通装置行业
的需求为主，结合捷克技术大学的科
研技术优势，紧紧围绕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及中国中车科技发展规划，
积极推进相关战略规划的实施落地，
立足关键性、基础性、超前性研究，提
升中国中车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

“中车制造”向“中车创造”转变。

大连获批建国家首批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
者 9 月 2 日从大连市贸促会获悉，中
国 国 际 商 会 近 日 复 函 大 连 市 贸 促
会，授权继续设立中国—日本商务
理事会大连联络办公室，授权时限
为两年。

据悉，设立联络办，是中国贸促
会、中国国际商会与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
议所、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五大日本全国性经济团体签署
建立的工商合作机制，旨在推动中日
地方经贸交流与合作。2016 年 9 月，
联络办首次落户大连，成为中国贸促
会唯一设立在地方的中日经贸合作国
家级平台。

中日经贸合作
国家级平台再落大连

今年以来，沈鼓集团按照年初确定的经营方
针，聚焦战略重点，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上半年，
集团实现工业总产值 550228 万元，同比增长
23.3% ；利 润 指 标 实 现 158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3.2%；增长幅度较明显，并呈现出近5年来上半
年增长最好状态，增长趋势较强；产品订货完成

37318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6%，创2015年以
来 1 月至 6 月最高订货额，年均增长率为 23.4%，
发展态势良好。

图为9月2日，沈鼓集团车间里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景。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鼓跑出发展新速度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银英
航空科普营地落户充实了沈阳地区
的航空科普教育，填补了东北地区空
客 A320 等商用机型驾照培训的空
白。”9 月 2 日，沈阳法库通用航空产
业基地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据了
解，今年以来，法库开复工亿元以上
项目 52 个，同比增长 30%，当年计划
投资 45.1亿元。

今年，法库跳出县域看全国，紧
紧围绕“3+1”主导产业，全力以赴抓
好招商引资，聚焦重点、完善平台、创
新方法，努力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
目。找准项目突破口和着力点，吸引

一批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增后劲
的优质项目到法库开花结果。

据了解，最新开工的晟和景观陶
瓷公司异形景观砖生产、天沐通航产
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通航小驿、银英
航空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航空科
普基地等十余个项目，既夯实了主导
产业发展基础，也进一步促进了产业
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将为法库高质
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和更多活力。

为推动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提
质、提效，法库县抢抓施工建设黄金
期，为落户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
务，解决企业在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法库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同比增三成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近
日，在位于庄河市郊的大连鑫盛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狭鳕鱼、鲽鱼、调味
鱼卷生产线上，4个车间、900多名熟
练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自动分
拣、风冷急冻、真空包装等生产线将
原料和成品进行处理。这里每天可
以加工处理超过 80 吨水产品，50 多
吨成品从这里发往大连大窑湾港装
船出口。

庄河位于辽东半岛南部濒海地
区，是我国水产品进出口及加工行
业重镇。该市水产品年均进出口量
占全省的 50%以上，对外加工贸易
量约占全国的 20%，水产品加工已
经成为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大连

海关隶属庄河海关根据市场现状，
主动优化监管模式、精细化作业，为
企业减负，全面助推庄河水产品加
工贸易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今年
上半年，庄河地区水产加工行业进
出口总量达 19.4 万吨，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进出口总值 47.3 亿元，同
比增长 11%。

年初以来，受当地下游养殖业
存 栏 量 萎 缩 的 影 响 ，庄 河 水 产 品
加 工 产 出 、用 以 内 销 的 边 角 料 价
格 下 滑 严 重 ，销 售 不 畅 进 一 步 加
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难度。面对
水 产 品 企 业 的 困 境 ，庄 河 海 关 确
定 ，内 销 边 角 料 的 完 税 参 考 价 格
应 紧 贴 市 场 经 济 规 律 ，并 按 照 企

业 状 况 建 立 价 格 浮 动 机 制 ，减 轻
企业税费负担。

“按照新下浮的近 35%的征税价
格，企业在 6 月份试点期间，向国内
销售了 785.9 吨水产品边角料，节省
了近 7 万元费用。”庄河市水产协会
会长、大连国富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郭元君表示，“按照现行关税、增
值税率，结合往年 40 万吨以上年加
工量产生的边角料估算，此项降费政
策每年将为庄河当地水产企业节省
税款超过 1000万元。”

正在推行的“大手册”是大连海
关的另一项加工贸易监管改革措
施。“大手册”以企业为单元设立一本
电子账册，意味着水产品加工贸易企

业可以不再使用传统的以单一固定
品种、规格或出成产品样式为单位的
合同式管理手册，可以完全按照市场
需求、生产周期来自行调配保税料
件，自主选择采用单耗、耗料清单和
工单等保税进口料件，所有核算在电
子账册中自动完成。

目前，庄河海关选取信用等级
高、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14 家生产
型水产品加工企业，分两个批次进
行“大手册”试点改革。采用新监管
模式后，14 家企业办理加工贸易手
册的总量由去年的 721 本降至目前
的 14本。这一举措极大地降低了企
业的交易成本，规避了程序性违规
风险。

受益海关监管模式改革

庄河水产品轻装上阵远游海外

坐在宽敞明亮的视频监控室里，
通过大屏幕，工作人员就能把井下的
生产、人员、设备运行、管网维护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9 月 2 日，在辽宁能源集团铁法
能源公司小青矿距地面 500 多米的
井下，记者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
一个监控摄像头，通过这些摄像头将
井下情况 24小时不间断地传送到位
于地面的视频监控室，从而让安全管
理“眼”更清、“目”更明。

对于煤矿企业来说，安全工作始
终是“天字号”工程。小青矿绷紧安
全生产弦，持续强化安全管理，连续
12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近年来，随
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该矿致力于安全
管理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天眼”工

程建设，把“安全生产动态视频管理
系统建设”作为超前防范、有效监督
的重要举措来抓，投入大量资金在井
下安设监控摄像头，密布“天眼”。

在视频监控室，监控人员通过调取
视频录像与实时监控视频画面相结合
的方式，对职工作业行为、交接班情况
及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随机抽检，有
效制约了员工的违规操作行为。安全
管理人员通过监控系统对生产流程进
行全程监管，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目前，小青矿所有采掘作业面、巷
道、班前会议室、车间厂房、停车区、单
人独岗等区域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实现了主要生产场所视频监控全覆
盖。在这些“天眼”的密切注视下，小
青矿的“三违”发生率同比下降21%。

井下“天眼”护佑矿工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8月
27日，阜新市就业服务中心与沈阳师
范大学举行校地就业联盟合作签约
仪式。

此次校地就业联盟合作本着优
势互补、互惠互利、整合资源、共同发
展的原则，建立了紧密型合作关系，
形成战略合作联盟。接下来，双方将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搭建校地合
作的桥梁，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地方经
济发展。

阜新与沈师大校地
就业联盟合作签约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位于铁岭市
清河区聂家满族乡西老谷峪村的长寿
山鸡心果采摘园，只见红彤彤的果子
挂满枝头，好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种植户王颖告诉记者，鸡心果又
名“锦绣海棠”，具有果形秀美、色泽亮
丽、含糖量高、香气四溢等特点。今
年，王颖家的鸡心果早在上市前就以

每公斤5.2元的价格被客商订购一空。
近年来，西老谷峪村遵循乡村振

兴、产业先行的发展理念，积极引导
百姓调整产业结构，成立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山地林果特色种植。到
目前，全村果树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200余公顷。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摄

西老谷峪村水果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