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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
者4月27日从大连市获悉，继2018年
在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中取得

“好”的等次后，2019年，大连市对口
帮扶协作工作再次得到国务院扶贫
办的充分肯定，获得“好”的等次。

聚焦六盘水市脱贫攻坚所需，大
连市精准选派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才，2019 年新选派 13 名党政干部
赴六盘水市挂职，在六盘水市扶贫一
线的大连党政干部数量达到 30 人；
向六盘水市选派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210人，完成辽黔两省协议目标任务
的 150%；培训六盘水市党政干部 8
期 877 人，举办专业技术人才培训

174期 2万余人次；输出各类技术 88
项。大连市援黔工作队成为六盘水
市脱贫攻坚战场的“生力军”和两地
扶贫协作工作的“冲锋队”。

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和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摘帽，进一
步提高资金投入力度和精度，2019
年，大连财政援助资金达 1.26亿元，
实施项目56个，带动贫困人口1.6万
人。企业、社会组织、民主党派、驻连
高校、热心市民等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扶贫协作，全年募捐资金4775万元，
比2018年增长80%。

产业合作量质并举，大连聚焦带
动脱贫成效明显的种植养殖项目，推

动盘州国家储备林、大樱桃研发示范
基地二期、韩伟集团蛋鸡养殖、工业
辣椒种植、刺梨产品加工等 13 个产
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到位资金 21
亿元，带动脱贫人口 3378 人。深入
开展消费扶贫“六进”行动，全年消费
扶贫的销售额达 1.45 亿元，带动
4665名贫困人口增收，组织引导3.75
万名辽宁（大连）游客到贵州（六盘
水）旅游，带动脱贫1000余人。

深挖稳定就业岗位，着力提升贫
困人口的就业技能。2019 年，转移
六盘水市贫困劳动力来大连稳岗就
业 3个月以上的 118人，帮助六盘水
市贫困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2508

人，帮助到其他地区就业 2095 人。
组织22名贫困学生到大连就读职业
学校，29 名贫困学生到大连市进行
旅游服务培训。开展贫困人口技能
培训 34期 1609人，培训人数比上年
增长20%。

2019年，大连在实现市、县、乡、
村、企业五级立体化帮扶的基础上，
持续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实现了对六
盘水市4个贫困县、13个极贫乡镇和
162个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对六盘水市 213 所农村中小学和 65
所贫困乡镇卫生院帮扶全覆盖。培
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1155人，创
业成功451人，创业成功率为39%。

在人才、资金、产业等方面助力六盘水市脱贫攻坚

大连对口帮扶惠及1.6万名贫困人口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沈阳市国资委权责清单（2020 年
版）》（以下简称《权责清单（2020 年
版）》）日前正式公布。与已经施行
两年多的原权责清单相比，《权责
清单（2020 年版）》依法依规作出较
大更新和调整，增加了“企业年度
投资计划备案”等 12 项子项，对企
业投资、产权登记、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债务风险管控等事项做了进
一步要求。

《权责清单（2020年版）》设置 26
个权力主项、30个权力子项，内容结
构包括职权名称、行权方式、职权依
据、责任事项 4 个条目。《权责清单
（2020 年版）》围绕以职能转变推动
国资监管高效能这一目标，重点做好

转职能、搭平台、做服务、强监管四方
面工作，按照国务院授权经营体制方
案要求，授权平台公司战略规划和主
业管理、选人用人和股权激励、工资
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事项，进
一步突出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
监管”的转变。

其中，增设的“企业年度投资计
划备案”一项明确，沈阳市国资委将
依照规定受理市属企业提交的年度
投资计划材料，并予以备案、存档备
查；对纳入市国资委债务风险重点
监控名单的市属企业，年度投资计
划需报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审核把
关程序后方可实施；市国资委履行
监督责任，监督企业投资计划落实
情况。

沈阳对市属企业年度投资计划
实行备案管理

近日，记者在辽宁禾丰牧业沈北
园区的生产车间看到，肉食鸡加工生
产一派繁忙，目前企业的肉禽产能已
恢复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

据了解，近年来，禾丰牧业的肉
禽产业快速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去年，公司养殖白羽肉鸡4.21亿
羽，同比增长36%；生产肉鸡分割品
133.8万吨，同比增长18%。今年，企
业将新增商品鸡雏孵化产能1亿羽、
熟食产能2万吨。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禾丰牧业肉禽产能快速恢复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4
月 27 日，记者从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获悉，历时3年多时间编制，《大连市
城镇体系规划（2018-2035 年）》（以
下简称《规划》）于近日对外公布。《规
划》将“建设成为东北亚人居典范城
市和国际创新都会”确定为大连城市
的未来发展目标。

城镇体系规划是全域性统筹规
划，其重点任务是以区域各项经济要
素分布为基础，确定城镇的职能分
工、人口规模等级、空间布局结构体
系、全域生态格局、重大基础设施协
调等，其成果将纳入大连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全域
层面的战略指导。

在功能定位上，《规划》提出，要

构建“五城四中心一典范”的功能支
撑体系。“五城”包括：国际宜居典范
城市、国际时尚创新城市、国际旅游
度假城市、国际文化交流城市、国际
自由贸易城市；“四中心”，是指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东北亚国际物流中
心、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东北亚国
际贸易中心；“一典范”，为国际产业
模式和产能合作典范。

《规划》还从市域城乡总体空间
格局——“有机精明都市”，生态绿
地体系——“优越复合生态”，高品
质中心区、城区体系——“精致宜人
空间”以及市域景观风貌体系，构建
功能互补、高效一体的大连都市圈
等方面对未来大连建设提出创造性
构想。

大连15年后将建成
东北亚人居典范城市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4
月，丹东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每一天都是一派繁忙景象。“水
剂、颗粒、片剂、胶囊、散剂 5条生产
线24小时不停机，工人全部复工，倒
班抢任务。目前，市场上最抢手的满
药复方木鸡颗粒，我们一天能生产
12万袋，益母膏能生产12万瓶，依然
供不应求。”总经理张凌巍对记者说。

“现在手上压的订单非常多，生
产任务已经排到年底。随着产能的
扩大，人手明显不够用，这几天我们
正着手招工呢！”张凌巍兴奋地告诉

记者，今年一季度，公司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15%以上。

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生产
呈现收窄趋势，丹东药业集团何以逆
势上扬？“满药起步晚，但国家政策支
持很多，加上地方政府大力扶持，这
几年满族医药迎来发展的好时机。”
张凌巍由衷地说。

去年初，丹东药业公司从自身发
展和产品差异化角度出发，适时调整
发展思路，确立了“2+N+2”生产模
式。“2”就是复方木鸡颗粒和八珍益
母膏两个满药主打品种，“N”是红药

片、舒经活血片、复方黄连素片等 20
余个满药普药品种，还有滴鼻液和复
方安泰素两个特色品种。2018年年
底，丹东药业集团整体从老厂区搬迁
到高新区。搬迁过程中，公司对所有
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使生产的智能
化、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2019年7
月，公司顺利通过医药行业GMP再
认证。随着产能、产量、质量的提高，
订单纷至沓来。

眼下，辽东大地正值药材种植的
大好时节。近日，在丹东高新区满药
园的会议室里，来自宽甸满族自治县

毛甸子、灌水、牛毛坞、石湖沟等7个
乡镇的种植户与丹东药业集团签订
了核桃楸药材种植协议。目前，公司
已带动农户 2000 多户，核桃楸种植
基地发展到上万亩。

2018 年，丹东药业公司在德国
建立子公司。今年6月，先期投产的
保健产品将在国外上市。“国家的利
好政策使中医药企业迎来发展的春
天。对中医药的未来，我们充满信
心，满族医药将乘势而上，大步向前，
为民族医药大放异彩作出贡献。”张
凌巍充满信心地说。

5条生产线连轴转 生产任务排到年底

丹东满药一季度销售收入增长15%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速览 SULAN

本报讯 4月24日，丹东市人大
常委会颁布地方性法规《丹东市农村
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决定从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条
例》对农村垃圾管理的总则性事项进
行了规定，填补了我省在农村生活垃
圾管理方面的立法空白。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丹东市“垃圾围村”
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但农村
垃圾管理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严重影响了农
村生产生活环境。丹东市通过立法
对农村垃圾管理工作予以规范，以
解决农村垃圾管理的重点、焦点和
难点问题。

去年 12 月末，丹东市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丹东市农村垃圾管理
条例》，今年 3 月末由省人大常委会
审查批准。《条例》共 36 条，包括对
农村垃圾管理的总则性事项进行了
规定，包括垃圾的清扫、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和处置，对农村垃圾管理
工作全过程做出明确要求，规定了
对农村垃圾处置的监管，建立举报
投诉制度以及对举报投诉的处理等
内容，规定了相关部门及有关主体
违反《条例》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并分别对公益诉讼、委托执法、
制定实施细则以及《条例》的施行日
期进行规定。

王 颖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市立法解决
农村垃圾管理问题

4月27日，在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西三家子村
万鑫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88 栋大棚里，社员正在
抢抓农时进行水稻工厂化育苗。摆盘、装土、浇水、
撒种、覆土，一个个水稻育苗盘通过全自动育秧机完
成以上步骤后，被传输带送进塑料大棚，一栋面积近
一亩的大棚很快就育苗结束。

合作社副理事长贾玉尧告诉记者，大棚工厂化育
苗于4月7日开始，到本月末结束，最早一批进入育苗
盘的稻种已经破土出苗，5月中旬即可插秧播种。工
厂化育苗所育稻苗根系发达、长势均匀，更利于机械
化播种，每公顷可多产水稻1500公斤左右。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工厂化育苗备耕忙

4月26日，铁岭县熊官屯镇小白
梨村村民夏启奎的心情特别好。在
自家的葡萄大棚里，夏启奎一边哼着
小曲一边给葡萄疏枝。看到记者来，
他捧起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高兴地
说：“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暖棚里，清新的葡萄香扑鼻而
来，放眼望去，一条条藤蔓上挂满翠
绿诱人的葡萄。“今年俺家的暖棚葡
萄长得特别好，多亏了疫情防控期间
村里的统一管理。”夏启奎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正值葡萄春季管理的关键

时期，他紧跟村里的节奏，在严格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多
种方式开展技术学习。

小白梨村种植葡萄已有40多年
的历史，从最初的裸地葡萄到冷棚种
植、暖棚栽培，如今，村里不仅成立了
合作社，还注册了“小白梨沟”商标，
葡萄的种植面积近 27 公顷，有大棚
140 余个，330 户村民基本家家种葡
萄。“葡萄承载着全村人民的幸福生
活。咱村对葡萄管理丝毫不敢松懈，
尽管今年遇到了疫情，但村里的统一

管理和技术指导一天也没耽误。”小
白梨村党支部书记张宏刚说。

村里依托合作社统一开展线上
线下技术服务和管理。线上，开设葡
萄种植培训微课堂，为村民送去出土
上架、病虫害防控、架面管理等葡萄
春季管理的关键技术。线下，甜丰葡
萄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振山进棚入
户，对种植户进行一对一指导。如
今，小白梨村暖棚葡萄硕果累累，5
月就能上市采摘；冷棚葡萄8月中旬
进入采摘高峰期。

“咱村的葡萄获得了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每年一到采摘季，来自省内外
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葡萄长势好，收
入肯定不愁。”从事葡萄种植十余年，
夏启奎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对于
今后的幸福生活，他信心十足。

“发展葡萄产业，咱村人均年收
入达1.5万元，在全镇排名第一。今
年，我们迈出了新步子，丰富了大棚
种植品种，争取通过产村融合，打造
农业观光休闲旅游村，让村民收获更
多幸福。”张宏刚说。

“小白梨沟”葡萄满枝头
张 瑜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4 月
26日，记者在《沈阳市加强进出口环
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合作备忘录》签
署现场了解到，沈阳市每万人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20.71件，首次突破

“20”大关。
沈阳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提升知识产权的综合能力，协调
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知识产权重
点环节不断突破、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实践支撑。2019 年，沈阳市有效
发 明 专 利 达 17219 件 ，同 比 增 长
15.94%；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257
件，实现了三年翻两番；每万人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0.71件。

为满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创新
发展的重大需求，沈阳市开展知识产
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建立专利优先
审查授权绿色通道。据统计，自

2019 年 8 月 1 日一次性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现场验收以来，中国（沈阳）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累计完成企事业
单位系统备案247家，累计接收60家
备案单位专利申请211件，有效缩短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平均授权
时间分别至71.3天、8.7天和3.5天。

目前，中国（沈阳）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高新区
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已建立横向联

系，打造“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按照4月26日签署的《合作备
忘录》，沈阳海关在沈隶属沈阳桃仙
国际机场海关、沈阳邮局海关、铁西
海关、浑南海关、辽中海关与中国（沈
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在共享知识
产权资源信息、优化知识产权服务、
创新执法监管模式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深度合作，以加强沈阳市进出口环
节的知识产权保护。

沈阳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20”大关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4月
22日，锦州市与盘锦市签署协同发展
合作协议，携手推进经济社会重要领
域协同合作，以协同发展支撑和助推
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

早在2016年，两市就签订了交流
合作框架协议。此次，双方在石化产
业协作、旅游资源开发、港口错位发
展、区域生态保护、民生服务共享等
17 个协同合作领域签署协同发展协
议，共同推进34个重点合作项目。

锦州盘锦签署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4月
24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再传
捷报：由该公司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聚
丙烯熔喷专用料成功用于生产，并产
出合格熔喷无纺布。

3 月 30 日，辽阳石化分公司成
功研发出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科研
人员 24 小时连续生产，将 1.5 吨自
产聚丙烯熔喷专用料送达熔喷无纺
布生产线，进行首次试用并产出合
格产品。

辽阳石化产出
合格熔喷无纺布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无不
良嗜好、无不良贷款、在保险机构无
骗赔等记录、在供销社农资购销中无
不良赊欠记录……符合这些条件，才
能成为信用户。”4月27日，记者从沈
阳市法库县获悉，该县评出586户信
用户，并将为他们提供利率低、额度
大的贷款，助力其发展种植养殖等农
业生产。

为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升农民的
信用意识，法库县按照“政府机构主
导，专业机构主抓、专门部门联动、
社会积极参与”的原则，积极开展农
村信用评级，争取国家支农惠农政
策向信用级别较高的农村经济主体
倾斜。

信用评级以普通农户、农村种植
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主要实施对象，实现“政
策助农，银行、保险、供销支农，信用
惠农，服务便农”。农村经济主体信
用信息采取档案化管理，数据由人民
银行录入《辽宁省农户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

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街
道）每半年评定一次，评定有效期
为 3 年，对于复审不达标者将予以
摘牌。目前，除信用户外，法库县
还评定了 1 个信用镇和 10 个信用
村。法库县将保险、供销体系纳入
信用评定体系，在全省范围内尚属
首例。

法库县首次将保险记录
纳入信用评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