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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目前，
凌钢集团与旭阳集团合作，投资50亿
元建设年产300万吨焦炭项目开始实
施；浙江海亮集团投资83亿元收购北
票北塔页岩公司建设绿色固废综合
利用产业园项目完成收购并启动项
目建设；浪马轮胎与青岛泰凯英伦合
作，投资4亿元的技改工程开始实施。

2018 年 10 月以来，朝阳市委、
市政府深入开展老企业转型升级
暨对外合资合作，盘活老企业的闲
置资产，使老企业通过开放合作实
现转型升级、焕发活力。截至今年
6 月底，朝阳市共有 548 家老企业成
功 实 现 对 外 合 资 合 作 ，落 地 项 目
588 个，总投资达 774.5 亿元，10 家

企业实现“规升巨”，70 家企业实现
“小升规”。

凌钢集团引进上下游企业在朝阳
投资建厂，提高本地配套率，打造以凌
钢为中心、上下游产业链齐全的千亿
级钢铁产业集群；北票施可丰新型肥
料有限公司利用生产化肥的副产品，
引进河北廊坊纳科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合作建设年产2万吨钡盐项目，成功
延伸了下游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
值。通过引入上下游企业开展合资合
作，成功打通企业上下游产业链条，开
拓新市场。目前，朝阳市有 102家老
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延伸了产业链条。

朝阳百盛钛业与宝鸡金山钛业
合作，投资 5亿元建设钛材生产基地

项目。建设四氯化钛生产线是该企
业转型升级迈出的关键一步，该项目
计划于今年11月投入试生产，年产量
将实现 8万吨，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
龙头。在强力推进老企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朝阳市紧盯宏发食品、百盛
钛业、华锆新材料等重点企业，不断
加快合资合作步伐，使企业规模迅速
壮大，逐步成长为行业龙头。

北票七门生活广场利用闲置房
屋引进大唐融合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500席呼叫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并
投入运营；朝阳弘业矿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停产多年的“僵尸企业”，厂房长
期闲置。通过合作，成立朝阳德泰矿
业工贸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100万吨

钢铁固废处理项目，目前已建成投
产。朝阳市充分利用老企业闲置的
土地和厂房，抓招商、上项目，提高闲
置资源的利用效率。目前，全市有
194 家老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盘活了
闲置土地和厂房，利用闲置土地 661
公顷，利用闲置厂房 136万平方米。

通过老企业转型升级及对外合
资合作，朝阳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人才引进，培育了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促成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 100所大学院
所与 290 家企业签订技术合作项目
405 项，转化落地科技成果 354 项。
目前，朝阳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累计达 399家。

朝阳548家老企业成功实现对外合作
截至6月底，落地项目588个，总投资达774.5亿元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8
月 6日，在铁岭县腰堡镇东小河村的
大田里，畜禽尿液及污水经过沉淀发
酵处理后，成为滋养庄稼的有机肥，
通过连接着大型压力储罐的橡胶管
直接排到地里。大田一侧，是一个有
两个足球场大小、覆盖着黑色薄膜的
沼液储存池，储存池下面存储着 22
万立方米的畜禽尿液及污水。

这就是铁岭县畜禽资源化利用
项目，是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补助项目。该项目每年可将
22.8 万立方米畜禽粪污经过处理变
成有机肥，通过支农管网输送到农
田，实现水肥一体化利用。

多年来，畜禽粪污处理一直是个

令人头痛的问题，影响群众的生活环
境不说，一些粪污还成了区域内河流
的污染源。2018 年，在国家的支持
下，铁岭县聚焦粪污收集储运、资源
化处理、肥水田间输送、种养循环利
用等难点问题，将畜禽粪污通过区域
收集中心收集、集中处理，粪便转化
为有机肥，尿液及污水发酵后还田利
用，实现变废为宝。

在铁岭县腰堡镇东小河村畜禽资
源化利用项目东侧，是辽宁铁岭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的大型现代化养猪场，
每年 20万头猪的粪便直接通过这个
项目转化为有机肥。目前，铁岭县已
建成 3个这样的畜禽粪污收集中心，
每年可处理畜禽粪污40万立方米。

铁岭县建成3个畜禽粪污收集中心

现 在 正 是 香 瓜 的 采 摘 收 果
期。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萝卜坎
村路两侧连片的瓜田里，香瓜苗长
势喜人，阵阵微风拂过，沁人的瓜
香直入鼻腔……

“小张，我的 50公斤‘青香蕉’摘
出来没？我得拿回家给外地同学发
快递呢！”8月 10日 9时许，老张头香
瓜园门口，小货车、私家车排起了长
队，前来买瓜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
急着把自己预订的香瓜拿到手。

萝卜坎村位于抚顺市东部，距市
中心 25 公里，交通顺畅、运输方便，
这里夏季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特
别适合薄皮香瓜生长。

“从前大家都种苞米，年景不好
的时候，一亩地也就挣三四百元钱，
还得搭上几个月工夫。”瓜园的主人
张岩说，以前，很多年轻人为了生计，
选择到城里打工。

当初，张岩就是村里进城务工的
一员，虽然学会了维修电动卷帘门的
技术，但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除掉
住宿、交通费用，只能够维持生活。
家里，父亲张庭贵守着那一亩三分
地，种点玉米、谷子、地瓜等粮食作
物，也赚不到什么钱，全家人的生活
过得紧紧巴巴的。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庭
贵接触到香瓜种植。经过多年的经

验积累，张庭贵培育出了“青香蕉”品
种香瓜，还在全村推广种植。这种香
瓜由于甜度高、香脆可口，价格是普
通香瓜的 3倍，而且供不应求。

这些年，张岩接过父亲的香瓜
园，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不仅在城里
买了房子，还添置了小轿车、面包
车。今年是张岩种植香瓜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年，包括冷棚和大田在内，
共流转了 25亩土地。

香瓜种植受气候、环境、病虫害
影响很大，张岩为啥有底气投入这么
大呢？“有政府当后盾，咱农民发展产
业自然有底气。”张岩说，连续五届香
瓜节，东洲区政府为萝卜坎的瓜农搭

台，“青香蕉”等优质品种香瓜迅速
走红，瓜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日子越
过越好。

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张岩采取
错峰播种的方式让香瓜的成熟期延
长到“十一”左右。张岩说：“按照现
在的市场行情，这些香瓜保守估计也
能赚 15 万元。种下这小香瓜，咱农
民过上了甜日子。”

据萝卜坎村党支部书记周志成
介绍，目前，萝卜坎村香瓜注册了商
标，全村一半以上村民种植香瓜，种
香瓜让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人均收入
由原来的不足 4000元增加到现在的
3万余元。

种下小香瓜 过上“甜日子”
徐中元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丹
东凤城市始终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危房改造作为脱贫的重要工作来抓，
创新开展“温暖工程”。自去年 11月
工程启动以来，目前一期工程 269户
的维修全部完工，二期工程的核验工
作已经完成，116 户房屋正在维修。
预计整个工程于 8月末完工。

此前，凤城市已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改造危房 1644 户，占贫困人口总
户数的 25.7%。改造过程中，凤城市
发现，部分房屋虽然达不到C级维修
标准，但门窗破旧损坏、顶棚部分脱
落、电线老化，居住条件差。

为彻底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居
住的老旧房屋不保暖、不安全、不美
观问题，让困难群众住得安心、住得
放心、住得温暖，去年11月，经凤城市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维修资
金由市县扶贫专项资金统筹解决，初

步预算为 240万元，同时预留机动资
金60万元，确保发现一户、解决一户。

“温暖工程”启动后，各乡镇开展
入户摸排工作，对存在问题的房屋逐
户排查、登记，聘请有专业资质的公
司与市扶贫中心联合成立鉴定测量
组，对试点镇石城镇拟改造的 40 户
房屋逐一入户进行现场核验，确定了
顶棚脱落严重、无顶棚必修等“五必
修”工作方法。

今年 3月，“温暖工程”在全市铺
开，鉴定测量组累计用时40天，对各乡
镇上报的470户房屋进行逐户现场核
验，最终确定对 269户房屋进行维修
改造。凤城市要求各乡镇做到一户一
档，档案要详细登记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基本信息。同时，各乡镇的施工合
同、工程造价预算、招标比价材料、完
工拨款单据等材料也要建档整理，确
保程序到位、资金安全、质量有保证。

凤城“温暖工程”
让困难群众住得安心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8
月 10日，记者从鞍山市发改委获悉，
年初以来，鞍山市通过采取开通信用
修复绿色通道、引导金融资源向诚信
企业倾斜等措施，以信用建设不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上半年，全市利用
22.3 万条信用数据撬动 65.2 亿元小
微企业融资。

鞍山市在全省率先出台《鞍山市
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工作积极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实施办法》，同时制
定《鞍山市涉及疫情防控领域企业信
用修复绿色通道政策兑现流程》，积
极引导、督促、帮助企业修复自身信

用，守法经营，创下 2小时完成 10个
工作日流程的修复纪录。疫情防控
期间，共帮助 130家企业完成各类信
用修复，为企业顺利取得相关专项贴
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鞍山市积极引导金融
资源向诚信企业倾斜，充分发挥信用
在贷款融资中的杠杆作用。截至目
前，鞍山各市直机关单位、供电公司、
自来水公司、三大电信运营商、各类
协会组织、金融机构等都成为信用数
据的重要来源，各类涉企信用信息归
集量超过3000万条，为信用融资产品
开发和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基础。

鞍山22.3万条信用数据
撬动融资65.2亿元

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眼
下，在庄河北黄海的辽阔海面上，数
十个“大风车”错落分布，硕大的叶片
随风舞动，尽显力量与韵律之美。由
三峡集团投资 50多亿元建设的东北
首个海上风电场，已实现 63 台风机
并网发电，累计并网容量近 6 亿千
瓦，可满足 40 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
需求。与此同时，华能集团 30 万千
瓦风电场项目于去年 7 月开工建设，
目前完成投资 15.1亿元。国电投、中
广核等一批“国”字号企业也在与庄
河展开新的能源项目合作。

实现清洁能源产业从无到有、领
跑东北，是庄河市秉持生态优先，变绿
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精心培育绿色新
动能结下的硕果，有力地推动了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日前公布的赛迪
全国百强县2020榜单中，庄河市位居
第89位，比上年度前进3个名次。

“作为大连城市的水源地和后花
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庄河的金字招
牌，也是发展的最大优势。”庄河市委
书记吴澜说，庄河既要倾力呵护绿水
青山，也要做大做强绿色产业。特别
是去年以来，庄河市打破了以机械制

造、食品加工、木材家具加工制造为
主导的传统产业模式，仰赖优良的自
然生态，大力培育清洁能源、教育科
创和文旅康养三大新兴产业。

继海上风电、永记水库光伏发电
等清洁能源项目之后，教育科创产业
蓬勃兴起。庄河大学城大连工业大
学艺信学院二期和辽宁师范大学海
华学院在校师生达 1.5 万人，投资 5
亿元的大学城东部校区今年基本建
成，规划 4平方公里的科创小镇正在
抓紧建设。同时，庄河市文旅康养产
业蓄势发力，全市拥有国家 4A 级景

区 3 个、3A 级景区 5 个，以核心景区
为点，以自然山水游、民俗文化游、休
闲农业游等业态连线带面的全域旅
游加快推进。

为加强北部山区的水源地保护，
激发水源地周边乡镇上项目的动力，
庄河另辟蹊径，在沿海地带规划出一
个 3.2平方公里的“飞地”，开启“飞地
经济”模式，成功揽入 4 个大项目。
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产值 61.5亿元，其中第二季度完成产
值 37.6亿元，同比增长 5.3%，工业经
济回暖势头明显。

崛起三大新兴产业 再次荣登百强县榜

庄河变绿水青山为高质量发展靠山

日前，大连港集装箱码头首次开
展进口一般超限箱港内拆提业务，高
效完成了两件大件货物的拆箱装车，
为客户降低了物流成本。

大连口岸每年进口一般超限箱
约 3000 箱。以往，超限箱在码头完
成卸船作业后，将被运至周边集装箱
场站进行拆箱作业，货主须到场站提

货。为满足客户需求，集装箱码头公
司开展了进口一般超限箱港内拆提
新业务。公司提前对货物信息、承载
车辆、操作风险进行研判，在现场作
业中克服诸多困难，确保大件货物安
全拆箱装车。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王彦霞 摄

大连港开通
进口超限箱港内拆箱提货业务

8 月 10 日，抚顺东工冶金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
象。在电弧增材车间，两名工人正
在调试一个 3 米多高的 3D 打印焊
接机器人。机器人收到生产编程指
令后，自动完成部件加工的全过程，
大大提高了生产质量和效率。

据介绍，该厂生产的特种铝合
金焊丝产品和电弧熔丝增材产品主
要用于造船、航天、高铁等领域，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目前，企业自主
研发的高铁铝合金焊丝大批量应用
于我国高铁列车的关键部件枕梁，
产品质量受到客户好评，预计今年
铝合金焊丝产量可达300吨。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3D打印焊接机器人
助力生产

脱贫攻坚在一线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在沈
阳自主创业，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
可以申领创业带头人社保补贴。日
前，沈阳市印发《创业带头人管理办
法》，创业带头人所创办的实体可享
受社会保险补贴扶持。

申请享受社保补贴政策时，创
业实体的法人代表必须是沈阳市认
定的创业带头人；创业带头人创办
的经营实体需取得合法经营手续 5
年以内（包括 5 年）；创业带头人创
办的经营实体与招用的就业人员签
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
放工资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创
业实体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政策规

定，对创业带头人创办的经营实体
为员工在补贴年度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
育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企业承担
部分给予全额补贴。

补贴期限方面，社会保险补贴实
行年度补贴制度，新吸纳（与之首次
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登记失
业人员，自社保缴纳之日起给予最长
不超过 12 个月的补贴；每年新吸纳
登记失业人员 10 人以上（含 10 人）
的，或每年新吸纳登记失业6个月以
上人员 5人以上（含 5人）的企业，自
社保缴纳之日起给予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的补贴。

沈阳创业带头人企业
可享社会保险补贴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8
月 4 日，记者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沈阳海关通过推广原产地
证书、关税保证保险和延期缴纳税款
等优化税政服务，累计为企业节省纳
税成本逾8亿元。

今年以来，为积极采取措施稳定
外贸促进经济增长、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沈阳海关多次深入重点企业，实
施精准式服务和直通式指导，协助企
业对出口产品做好原产地规则使用
研判和业务分析，对新备案企业及时
做好政策推送。

出口企业凭原产地证书可享受
不同程度的关税减免。为帮助企业
方便快捷地拿到这把“金钥匙”，沈阳
海关首先在办理上推行“不见面”签
证，实现原产地签证全流程电子化、
无接触申领。企业还可根据自身需
求，自行选择关区内任一签证地申领
证书，解决企业领证的地域限制。在
领取环节，沈阳海关针对 16 种证书
全面推广和支持企业自助打印，提供
原产地证书快递寄送服务，为企业

“足不出户”获取证书提供保障。数
据显示，上半年，沈阳海关通过该业

务为相关出口企业获得进口方海关
关税减免达1.32亿元。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普遍存
在的资金压力，沈阳海关大力推广
关税保证保险担保措施，为企业节
省成本。该保险相对于传统保金保
函模式，具有不占用企业授信额度、
无抵押门槛、出单快、应用范围灵
活等特点。据统计，今年以来，沈阳
关区关税保证保险担保资金达 7.99
亿元，同比增长93.93%。

受疫情影响，国内各省市及行业
恢复生产的进度各不相同，部分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尚未恢复正常供应
水平。为保障生产，部分企业需要采
购进口零部件，直接造成生产成本增
加。沈阳海关在确保税收安全的前
提下，主动回应企业诉求，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准予延期缴纳税款，并减免
滞纳金。记者了解到，沈阳某汽车企
业提交的延期缴纳税款申请获批后，
按原规定应于 4 月、5 月缴纳的共计
13亿元税款得以延期2个月缴纳，不
但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仅
财务成本一项，就为企业节约资金
640万元。

沈阳海关优化税政服务为企业节省成本逾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