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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6
月1日，大连市在三山岛附近海域举
行全市性增殖放流活动，120多万尾
苗种被投放入海。这项活动将持续
到 7月，累计 30.844亿尾苗种将被放
流。今秋休渔结束时，中国对虾、三
疣梭子蟹等苗种将长成待捕。

大连市始终把增殖放流作为养
护渔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手
段，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的重要
途径。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大连加
快推进海洋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放流规模、数量逐年递增，积极推动
渔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变，全

力打造“蓝色粮仓”，促进现代海洋渔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科学推进增殖放流工作，早在
“十三五”开局之年，大连市就制定了
《大连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十三五”
规划》，落实各级财政资金，明确增殖
放流规模；因地制宜，科学选定本地需
修复、适宜黄渤海海域生长的中国对
虾、三疣梭子蟹、褐牙鲆、许氏平鲉等
作为放流主品种。对放流品种种群调
查的结果显示，近年来，大连近岸水生
生物资源因放流得到有效补充。20年
前在大连海域几近绝迹的中国对虾，
如今形成大规模秋季鱼汛已成常态。

严格监管，确保高质量完成每年
的放流任务。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文
件，对放流苗种的亲本选择、苗种繁
育、入海验收、回捕调查等技术环节
提出具体规范要求。通过近几年的
试验探索，大连创新推出委托第三方
机构全过程监督的管理方式。在供
苗企业确定后，由第三方技术单位对
亲本购置、苗种培育、存量监测、检验
检疫、运输包装、验收及海上投放的
放流全程进行无缝控制，保证各项工
作严格按要求开展。

大连还聘请科研、技术单位进行
增殖放流成效跟踪调查。通过样本

船回捕统计、生物学测定和生长分析
等手段，对放流结果进行评估，及时
了解年度放流增殖情况，为次年放流
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据统计，近 5 年来，大连累计放
流119亿余尾苗种，放流规模居全国
沿海城市之首。水产品增产1.3万余
吨，渔民增收16.21亿元，投入产出比
达1∶10以上。增殖放流还有效促进
了产业融合发展。近两年增加的许
氏平鲉等地方特色放流品种，带动了
水产苗种繁育、渔业休闲、垂钓、体验

“渔家乐”等产业发展，为渔民转产转
业提供了新的就业途径。

大连耕海牧渔全力打造“蓝色粮仓”
“十三五”累计放流119亿尾苗种，渔民增收16.21亿元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精准
核查、全面扶持、上门服务……锦州
针对贫困残疾人多样性、个性化的
需求，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助力。6月 1日，记
者获悉，锦州今年为 1077 户残疾人
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3年来共投入
资金1002万元，改造3331户。

今年，锦州市开展残疾人脱贫质
量大普查大排查大督查行动，并对贫
困残疾人的需求信息进行动态更
新。建立贫困残疾人统计台账，核查
脱贫质量，及时精准帮扶。针对残疾
人生产增收难等实际问题，锦州进行
全面扶持，2019 年投入各级资金
367.6 万元，扶持 805 户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家庭发展生产；扶持建立了
一个扶贫产业基地，带动残疾人脱贫
增收；对250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进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锦州落实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上浮、“两项补贴”及时发放、贫
困残疾学生助学等政策。2019年以
来，投入各类助学资金 58.3万元，资
助了 319 名贫困残疾学生及残疾人
家庭子女上学；投入72.09万元，为全
市 26693 名享受低保和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锦州在全省率先创立了“锦州
通”智慧助残服务平台，进行上门服
务，首批100户智力、精神、重度肢体
残疾人享受到了“一键式”居家服务。

锦州3年间为3331户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

6月1日，由中国一重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
司承制的全球首台3000吨超级浆态床浙江石
化锻焊加氢反应器完工发运、列装起航。此举
再次刷新了世界锻焊加氢反应器的制造纪录，
标志着我国超大吨位石化装备制造技术继续领
跑国际，彰显了中国一重打造“大国重器”的技

术创新能力和超级工程的创造实力。
此次发运的锻焊加氢反应器，是目前世

界在建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浙江
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二期项目的核
心设备。设备单重超 3000 吨、总长超 70 米、
外径6.15米、壁厚0.32米，是目前世界单重最

大的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
据介绍，浙江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

二期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国石化产业布
局，加快中国七大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建设。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本报特约记者 马春华 摄

中国一重70米长“国之重器”列装起航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6月 1
日，记者获悉，沈阳市辽中区大兰坨
村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近日领到营
业执照，成为沈阳市首家成功注册
的村级供销社，标志着辽中区供销
社与村级经济组织合作经营进入实
施阶段，沈阳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中的创新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

大兰坨村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
由沈阳新供销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沈
阳市大光农业服务中心、沈阳市辽中

区肖寨门镇大兰坨村村民委员会三
方按合作制原则共同出资组建，是沈
阳供销合作社创新组织形式、下沉服
务进村、参与乡村振兴的新举措。

作为村社企共建村级供销合作
社，在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农资、
农产品销售等经营业务和供销惠农
科技服务的同时，将结合电商村建
设，引入金融惠农项目，积极引导和
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发展农村现代流
通，搭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
村级供销综合平台。

沈阳首家村级供销社成功注册

本报讯 5月30日，铁岭市2020
年面向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考试聘用
事业编制拟录用人员名单公布，19
名村党组织书记上榜，体现了铁岭市
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高度重
视、对村党组织带头人的切实关爱，
也是对担当作为优秀基层干部的督
促激励。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
党组织书记是村民的主心骨，也是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多项硬核任务的
“领头雁”。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小到
夫妻吵架，每项工作都需要他们去研
究、落实。

为加大基层选拔优秀人才力度，
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根据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等规定精神，铁岭市委决定把符
合条件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纳入聘
用事业编干部范围。3月 25日，《关

于 2020年铁岭市面向优秀村党组织
书记考试聘用事业编制人员公告》下
发，正式将符合条件的优秀村“第一
书记”纳入选才范围。经过筛选，全
市1176名村党组织书记中有83人符
合条件。在严格疫情防控要求的前
提下，经 5 月 24 日、30 日的笔试、面
试，最终公布结果。

据悉，这 19 名拟录用人员还需
经过体检、考察和确定职位、公示、审

批等环节，无异议后方能聘用，试用
期一年，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
取消聘用。为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
书记队伍稳定，被聘用为事业编制的
村党组织书记需在原岗位继续工作
5年（含试用期）以上，未达到规定服
务年限的不得流动；已达到规定服务
年限的，鼓励以选派村党组织“第一
书记”身份继续在村工作。

崔 博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铁岭考试聘用19名村书记进入事业编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鞍
山破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再出实
招，在日前举办的鞍山市科技金融对
接会暨科技担保签约仪式上，推出

“政府+担保+银行”合作模式。
“政府+担保+银行”合作模式是

鞍山市科技局与科技融资担保公司
及银行的合作。鞍山市科技融资担
保公司整合银行担保贷款资源，将原
来企业自己挨家找银行融资的方式，
拓展为仅对科技担保公司即可。这

种科技金融创新模式不仅为更多轻
资产、无抵押的科技型企业提供担
保，在合作中鞍山也将承担一定比例
的风险补偿并且给予贴息，从根本上
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当日的对接会吸引了鞍山市 50
余家科技型企业参会，辽宁希斯腾科
信息有限公司、辽宁福瑞施道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分别与鞍山市科技融资
担保公司和鞍山市科技局签署三方
担保意向合作协议。

鞍山三方合作
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5
月26日、27日，阜新市彰武县委组织
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党委（党组）在彰
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开展牧草种
植主题党日活动，全县党员干部亲手
为生态草原再添新绿。

5 月是抢抓牧草种植的黄金时
节。彰武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
成员、24 个乡镇以及县直各部门参
加了种草大会战。在德力格尔草原
路及支线两侧，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
的劳动场面。开垄、点籽、踩实、填
土……佩戴党徽的党员干部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

苟、认真细致地完成。
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沙

化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6%、全省的
1/4。彰武县以草原生态建设为主
导，推进“一点两线一面”生态建设，
努力成为我省抵御科尔沁沙地南侵、
护佑辽宁中部城市群生态安全的坚
强屏障。2018 年以来，彰武县对示
范区 8200公顷生态破坏严重的沙化
耕地、已垦林地和草地，按照“一年基
本绿，二年长满绿，三年见成效”的目
标实施综合治理。经过42万彰武人
的不懈努力，“一年基本绿”的目标已
初步实现。

彰武县开展
牧草种植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5
月 29 日，辽阳市白塔区举行招商引
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招商项目
21个，总投资额达35.8亿元。

年初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白塔区积极践行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的理
念，坚持以项目为纲、项目为王，强力
推进招商引资和企业开复工，采取不
见面招商、网上招商、代理招商等多
种形式开展招商引资。

此次集中签约的 21 个项目，涵
盖先进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其中不乏国内知名企业总部
优质项目，包括康佳总部项目、碧桂

园二热电厂开发项目、中天魁星楼
地块开发项目、南方电网总部项目、
深圳中燃智能充电桩项目、浩瑀金
融中心业态引进项目、时代网络传
媒项目等。

据介绍，下一步，白塔区将为企
业提供最优的服务保障，开通服务企
业绿色通道；提供全面经营保障，营
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惠企政
策保障，确保国家和省、市出台的减
税降费系列惠企政策落实，全力保障
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提
供基础设施保障，举全区之力当好项
目的“服务秘书”、企业的“保姆”，帮
助企业尽快投入运营。

辽阳白塔区
21个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借
助电商渠道的大力推广，因新冠肺炎
疫情而滞销的近百万枝辽中玫瑰花
全部售出，花农的劳动收益得到保
障。不仅是玫瑰，多种养在“深闺”、
香飘“深巷”的特色农产品也随着新
模式的兴起火了起来。6月1日，记者
获悉，在不久前举行的电商促销活动
中，沈阳市辽中区22个电商村接订单
超过1.6万单，销售额超210万元。

春节至今，很多辽宁人的手机里
都多了与辽中玫瑰有关的公众号、微
信群、小程序，不少人通过这些电商

渠道成为辽中玫瑰的消费者。辽中
种植玫瑰的历史悠久，辽中玫瑰是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进入中国出
口欧洲100个保护产品名单。在种植
最为集中的六间房镇，玫瑰花种植面
积达266公顷，年产量超3亿枝。六
间房镇玫瑰花在沈阳鲜花市场占有
60%的份额，并销往省外多个城市。

“2 月是玫瑰花大量上市的时
候，受疫情影响，我们镇 4 个村的玫
瑰鲜切花大量囤积、严重滞销。”六间
房镇镇长王珏告诉记者，“在市、区多
个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多个电

商运营平台的销售渠道被迅速打开，
光是微信群，几天内就建了11个，不
仅积压鲜花全部售出，现在，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已经成为常态。”

“包括辽中玫瑰，我们共有辽中
大米、寒富苹果、鲫鱼、葡萄五大地标
保护产品，此外还有辽中白酒等特色
优质农产品。”辽中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辽中区
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积极培育、
宣传、推广农业品牌，并通过电商带
动线下销售，目前已发展电商村 22
个。在刚刚举行的沈阳（辽中）电商

村5月有礼线上活动中，22个电商村
集中亮相，仅于家台村一个村的销售
额就超过百万元。

借助新渠道，借力新模式，在省、
市相关政策的扶持下，辽中区将加快
推进万谷园30万吨留芽米精深加工
项目，重点建设六间房玫瑰小镇以及
东高玖玖草莓园、皮家堡极桥棚暖棚
蟠桃等项目；打造马三家村玫瑰花休
闲观光采摘体验区，将观光农业旅游
融入特色产业发展之中；发展完善电
商平台，实现“支部+合作社+电商+
农户”多渠道销售。

新模式“带火”特色农产品
沈阳辽中区22个电商村一次活动就接到1.6万个订单

在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
一栋栋鲜花大棚一字排开。黄色、红
色、粉色、紫色……颜色各异的花朵
连片铺开，争奇斗艳，美不胜收。5
月 31 日，记者来到沙岭村鲜切花基
地，宛如置身于花的海洋。

“藿香菊 1000 枝、向日葵 1000
枝、紫罗兰 4000 枝。”鲜花种植大户
苏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当天的订单。

苏华有 22 栋鲜花大棚，每天都
忙得不可开交，“虽然累点儿，但是看
到实实在在增加的收入，就不觉得辛
苦了。”苏华给记者算了下当天的收

入：“向日葵4元一枝，紫罗兰1元一
枝，藿香菊 1.1 元一枝，今天进账
9000多元。”

沙岭村人多地少，主要以种植玉
米为主。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玉米价
格低，农民收入不高。

多年前，苏华就开始寻思新的赚
钱渠道。她在自家院子里种植鲜花，
并逐渐打开了销售渠道。有了销路，
苏华将玉米地改建成种花的大棚，成
倍增加鲜花种植面积。

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苏华
自己忙不过来，就雇本村农民前来

帮忙。村民在打工的过程中，学会
了鲜花种植技术。村民杨艳玲说：

“鲜花好侍弄，劳动强度也不大。我
家的多头菊、紫罗兰等品种都是 3
个月出一茬，一年出 3 茬，年收入在
20万元左右。”

种鲜花是种玉米效益的 20 多
倍。看到种花来钱快，沙岭村很多农
民都在自家院子里种花。可是，院子
的面积毕竟有限，无法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2017年，村里流转土地，建设
了14公顷的鲜花种植基地。

有了基地，沙岭村的鲜花种植规

模大了，名声也越来越响。订单增
加，需要更多花农，这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

“我都60岁了，在家门口每年少
说也能赚 2.5 万元，这好事上哪里
找。”村民唐素香一边修剪菊花，一边
高兴地说。

姹紫嫣红的鲜花开启了沙岭村
村民五彩缤纷的新生活。每年 500
万枝鲜花，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
收入。目前，沙岭村正在注册商标，
并引进适应市场需求的花卉新品种，
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

沙岭村致富鲜花开得艳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5
月 30 日，由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与美国 BAC 合资兴建的 BAC 新工
厂和亚太研发中心在大连高新区奠
基开工，标志着 BAC 中国公司将从
一个传统制造型企业升级为先进制
造和科技创新并重的新企业。

美国 BAC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热交换产品研发制造企业。1997
年，大连冰山集团与美国 BAC 在大
连合资兴建了 BAC（大连）有限公
司。双方合作的 23 年里，BAC（大
连）有限公司生产的蒸发式冷凝器、
冰蓄冷等产品，为国家电网、首都新
机场、中石油、中石化、中粮、中国移
动、华为、阿里巴巴、上海特斯拉等

知名客户提供了世界水平的产品和
服务，成为冰山冷热产业链中有重
要价值的一环。

基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以及大连市不断提升的营商环境和
产业配套能力，冰山集团与美国
BAC公司把大连作为BAC中国和亚
太区制造基地。2019 年，双方决定
投资 2.5 亿元，在大连高新区新建
BAC 全球最先进的工厂，同时建设
BAC 亚太研发中心，在升级为智能
制造工厂的同时开展产品研发，全面
启动“BAC中国战略”。新厂预计于
2021 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产能是
现在的3倍，生产的冰蓄冷产品将支
撑BAC全球业务。

美国BAC公司在大连
建新工厂及亚太研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