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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今
年以来，本溪市采取多种措施服务
市场主体，把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截至 9 月中
旬，减税降费等相关惠企政策已全
部落实，惠及企业 10.89 万户次，金
额达 29.62 亿元；惠及个体工商户
5.41 万户次，金额达 1.77 亿元。两
项合计 16.3 万户次，总金额达 31.39
亿元。

本溪市高度重视“保市场主体”

专项行动工作，通过督导和调研，推
进各部门联合行动，强调边督边改边
促进。市督导组统一制发相关报表，
加强宏观调控，切实倾听和尊重市场
主体的呼声。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出
动近 5000 人次，对 983 家企业、1048
户个体工商户进行上门调研。23个
相关单位举办培训班 46 场次，2300
名从业者参加学习，答复市场主体询
问服务3000人次。

本溪市政府在汇编现行国家、省

重点惠企政策清单的基础上，出台了
支持中小企业经营 18 条政策措施。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累计深入企业调
研 1627 人次，共收集企业存在的问
题 332 项。经沟通协调、现场办公，
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问题219项。

与此同时，经全市 23 个相关单
位和 6 个县区政府对各项优惠政策
措施进行认真梳理，应贯彻执行的国
家、省级支持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优惠政策措施达 113

件、309 条，涉及减税、降费、金融支
持、社保类、用工保障等方面，目前均
得到较好落实。

经过努力，本溪的各类经济实体
呈现降幅收窄、经营回升的迹象。以
服务生产生活为主的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的发展和经营趋于平稳，网络
销售异军突起，新型市场主体越来越
活跃。市场主体与 5G 加速融合发
展，全市已有互联网专线企业 740
家，企业“上云”344家。

本溪多部门联动多举措服务市场主体
已惠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6.3万户次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近
日，2020 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
发布，来自沈阳市的蓝英工业自动
化、透平机械、伊思特机器人、新阳光
机电4个企业设计中心成功入选，占
全省认定数量的40%。此外，沈阳木
马设计的2.4米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工
业设计、远大铝业经济性高节能隐框
单元幕墙系等10项产品被评为2020
年省级工业设计示范产品，占全省认
定数量的 33%。两项指标均居全省
首位。

沈阳市将工业设计作为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作为推
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扳手，积极
引导企业加快工业设计中心建设，推
动工业设计与制造业不断融合发
展。尤其是今年以来，沈阳市工信局

紧盯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狠抓行业
建设、业务培训和精准对接，先后推
动组建沈阳市工业设计协会，开展工
业设计需求对接，组织“百企义诊”

“工业设计大讲堂”等活动近 30 场，
受益企业超过500家，全力助推企业
危中寻机、加快发展。

截至目前，沈阳市拥有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1个、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6个，有专业工业设计机构21个、企
业工业设计中心40个，工业设计从业
人员超千人，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居全
省领先位置。总投资10亿元的沈阳
国际设计谷二期即将竣工，20余家企
业签约入驻。目前，沈阳市企业对工
业设计的参与度、认知度不断提升，
设计引领的意识不断增强，区域工业
设计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正在形成。

沈阳再添4个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立
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
变方式促转型，强化措施促进产业加
快升级。今年以来，铁岭生猪产业呈
现“产能逐渐恢复、市场价格平稳”的
良好势头。前三季度，全市生猪存栏
221.8万头，同比增长34.59%，产能已
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97.39%，远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确保生猪稳产保供扶持政策落
地、落实、落细。去年9月以来，铁岭
按照国家和省相关部门生猪稳产保
供系列政策措施的要求，切实帮助养
殖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其中，能繁母
猪保险保额从 1000 元增至 1500 元、
育肥猪保险保额从 500 元增至 800
元，到6月底，保险承保覆盖14.74万

头能繁母猪和 132.99 万头育肥猪。
目前，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昌图
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达成申报意向，
贷款金额 1.1亿元，审核通过后可争
取国家贷款贴息183万元。

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铁岭市
不断加快“育繁养宰销”一体化发展，构
建生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大力推进昌图、开原和铁岭县3个生猪
主产县存量生猪养殖规模化、规范化和
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大型生猪养殖大
项目尽快开工建设、达产达效，确保铁
岭生猪产业向全产业链、一体化、深加
工、生态环保方向发展。同时，充分利
用生猪生产转型期的有利时机，综合施
策、多方发力，加速推进散养户及小规
模养殖户退出养殖业。

铁岭生猪产业产能恢复价格平稳

2018年5月，我来到新宾镇。从
到镇的第一天起，我就在琢磨，怎样

能为群众多做几件利在长远的实事，
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做事得因地制宜。像蓝旗朝鲜
族村一样，镇里许多村的民族特色鲜
明。我就和镇党委、政府的同志一
起，帮助镇里拓宽渠道，在保证主业
的同时，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山货地
产、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让同一片
土地实现价值翻倍。

要想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光有

产业还不行，宜居的环境也很重要。
以前，受传统思维影响，许多村民改
不掉焚烧秸秆的习惯。和同志们实
地调研考察后，我们决定在网户村建
立生物科技公司，把秸秆收上来，转
化成生物能源，再把清洁的燃料和肥

料提供给村民。原来的“废物”变成
了财富，这项工作意义深远，也很得
人心。

咱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座全
县面积最大、养员最多的敬老院。但
是，以前这里仅有两名护工，院里的
软硬件设施也需要提升。在我的促
成下，省内一家著名专业养老机构与
养老院完成对接，进行福利工程试
点。这项工作，不仅能让养老院里现
有的老人享受晚年生活，也为镇里发
展养老产业打下了根基。

两年多来，虽然我为新宾镇的父
老乡亲做了一点儿事，也获得了上级
和百姓的认可与鼓励，但我觉得要做
的事情还很多。

未来，我打算继续拓展合作渠
道，让秸秆产业链化。在发展养老产
业方面，我计划整合全县养老机构、
健康档案和乡村医生等资源，把镇里
的养老服务和相关信息化水平提升
到一个新高度。新宾的土特产丰富，
亟待走出大山。为此，我将和大家一
道，发展更多合作伙伴，采取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的方式，为这里的“三品
一标”找到更多的出口。

为群众多做几件利在长远的实事
本报记者 唐佳丽 见习记者 刘 璐 整理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近
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专用料成功实现工
业化生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产品又
添新牌号。经检测，产品分子量等物
性指标符合标准。

2019 年年初，辽阳石化分公司
组织成立超高分子量纤维专用料研
发攻关组，“产销研用”协同攻关开发
新牌号产品。经过18个月的艰苦攻
关，攻关组成功攻克了产品分子量波
动大、产物堆密度低和颗粒形态欠佳
等难题，利用自主研发的专用催化
剂，顺利完成小试和中试，中试产品
得到下游用户的高度认可。

本次聚乙烯纤维专用料的工业
化生产，打通了自主研发催化剂、固
化工艺条件、自有装置工业化生产全
部流程，是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实现生
产力的生动实践。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具有高
强度、高模量、高取向度、耐腐蚀等特
点，广泛应用于军用及民用领域，市
场前景十分广阔。

下一步，辽阳石化分公司将在装
置长周期稳定运行、提高产品质量和
应用推广上下功夫，推动产品加快向
军用、医用等专业领域拓展，通过打造
市场上“叫得响”的拳头产品、领军产
品，进一步提升化工业务的创效能力。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专用料
实现工业化生产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9月24
日，记者从沈阳市“YZ装配式复合保
温免拆外模板系统”新技术产品推介
会上获悉，沈阳市将全力推进建筑节
能“四新”技术的工程应用，提升节能
建筑建设质量和综合品质，进而带动
绿色节能产业发展，满足低能耗建筑
和绿色建筑全面推广的建设需求。

随着产业化规模的逐渐壮大，现
代建筑产业已经成为沈阳市重要的
支柱产业。外墙板作为其重要部品
材料之一，对实现装配式建筑围护体
系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保障建
筑工程质量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
用。其中，作为一项新技术，建筑保
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将实现建筑墙
体保温与结构主体同步施工，通过预
制复合保温免拆模板方式，使保温与

主体墙构成复合结构体，实现建筑保
温与墙体同寿命，彻底杜绝传统保温
层起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问题与安
全隐患。

沈阳鑫逸洲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岩说：“应用预制复合保温
免拆模板，除了具备良好的保温、防
火效果，还杜绝了传统保温存在的起
鼓、开裂、渗水、脱落等质量问题与安
全隐患，减少了工期，也降低了工程
成本，同时避免了环境污染，能够有
效达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效果。”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推广工作，是
促进城乡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
节能减排目标、改善人居环境、带动节
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沈阳全力推进
建筑节能新技术的工程应用

9 月 23 日，由驻大连央企中交
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中
老昆万铁路玉磨段曼木树隧道进口
与平导小里程顺利贯通。目前，一航
局三公司正向管段全线贯通目标发
起冲刺。

玉磨铁路是泛亚铁路中线昆明
至曼谷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带一路”的重要工程。一航局三公司
承建第19标段。该标段全部地处横

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其中，曼木树
隧道全长约11.6公里，是玉磨铁路施
工中难度最大、施工条件最苦、地质
条件最复杂的隧道之一。为解决曼
木树进口“双线大跨”沉降、收敛变形
的施工难题，玉磨铁路项目部不断优
化资源配置，改进施工工艺，简化施
工工序，缩减了施工时间。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于春光 摄

大连企业参建“一带一路”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9
月 20 日，记者走进丹东东港市马家
店镇双山西村葫芦园度假村，只见青
瓦白墙的民宿古香古色，广场上的葫
芦喷泉景观蔚为壮观，葫芦园内小葫
芦挂满藤蔓，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

“依托‘村集体+企业+农户’联
营模式，我们盘活学校闲置的 40 间
校舍和土地，将资产转变为与企业
联营的入股资金。通过政府牵线
搭台、公司建设运营、村民共同参
与的方式，建起葫芦园度假村，实

现了兴企、利民、强村的目标。”马
家店镇党委书记于明伟说，预计项
目全部完成后，旅游年收入可达
200万元。

近年来，丹东市推进农村资源变
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
变”改革，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新动
能。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颁证率达 98.3%，99%的村完
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
改革稳步推进，家庭农场、合作社分
别发展到7040个和3322个。

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合
作，丹东市将“死资源”变成“活资
产”，增加了集体和农民收入。截至
目前，全市667个村建立了股份经济
合作社，确认农民股民身份 131 万
人，量化股本总额达7.5亿元。

与此同时，丹东市出台促进合作
社、家庭农场发展政策措施，促进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目前，
全市完成托管服务面积 1.11 万公
顷。在全省率先搭建起市级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向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组织流转土地经
营权 7.49 万公顷，农业生产的组织
化、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随着改革的推进，全市村级集体
经济日渐壮大。2019年，全市672个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达2.35亿
元。无经营收益的村从2017年年底
的471个减少到213个，经营收益在
5万元以上的村有203个。东港市海
鹰村、凤城市大梨树村、振安区珍珠
村等村实现了成员年人均分红过万
元的目标。

丹东农村“三变”改革兴村富民
全市672个村总收入2.35亿元，部分村年人均分红过万元

扶贫印记

“咱村都是沙土地，适合种花生，全村共
种植花生300公顷。现在，带壳花生的收购
价为每公斤 6 元，单是这一项，就能让年人
均增收近2000元。”沈阳市辽中区满都户镇
前鸭鸡房村党支部书记郭奎亮唠起今年的

“增收账”，难掩兴奋的心情。
前鸭鸡房村有520户1960人，2016年以

前，一直都是省级贫困村。为带领村民致

富，郭奎亮可谓殚精竭虑。凭着一股天生的
不服输精神，他在自家耕地上试种花生，并
四处学习“取经”，还特地请来沈阳农业大学
的专家进行示范，先后试种了十几个品种的
花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了6年的失
败后，2016年，郭奎亮终于带领村民种植“白
沙308”花生取得成功。当年，前鸭鸡房村就
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经过郭奎亮和村民的努力，前鸭鸡房
村 60%以上的耕地都种上了花生。2019
年，该村人均收入达 1.7 万元，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只剩6户9人。今年，在党和政府
的支持帮助下，前鸭鸡房村建起现代化的
花生深加工企业，明年将正式投入运行，为
村民带来更多收益。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小花生带富一个村

人物简介

现 场

梁伟，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副处
长，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党
委第一副书记。

秋风起，稻浪涌。在新宾镇蓝旗
朝鲜族村村外，稻田深处的木栈桥
上，梁伟正和几名村干部与来村里投
资田园综合体项目的负责人张富家
探讨建设布局——

“可以沿田埂把栈道再推深些，
利于游客亲近田野。”

“这片稻子成规模，适合做稻田画。”
“地头的那片果树，一定要按无

公害标准种植。”
稻田地旁，几座民宿已搭好高高

的脚架。具有朝鲜族文化特色的草
棚顶下，几名村民一边收拾工具，一边
听村党支部书记安永哲细说前景：“梁
书记他们唠的这个项目，能把咱村的民
俗文化、稻田资源都利用上，很快，村里
的农业生态观光产业就会发展起来。”

一时间，田里田外，笑声交融，飘
向远方。

梁伟（右）和投资者探讨田园综合体建设布局。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