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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 见习记者
陈博雅报道 记者从11月5日召开的
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我省将充分利用各地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乡村特色，统筹规划全省“十
四五”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以资源为基
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打造具
有核心吸引力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我
省乡村旅游健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省的乡村旅游、乡村民
宿蓬勃兴起，打造一批在北方具有示范
意义的优秀品牌和成功案例，成为辽宁

旅游新名片。截至目前，全省12234个
行政村中，具备发展乡村旅游基础且已
形成一定规模的行政村有 1311 个，全
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业户）近1万家
（户）。2019 年以来，入选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30 家，入选省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66家。

据了解，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乡村
旅游将实现五个转向，即从乡村观光转
向乡村生活，从简单建设转向特色化、
精品化，从乡村旅游点转向乡村旅游集
聚区（带），从单一链条转向全产业链，

从经济效益转向综合效益。
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我省将

深入挖掘本地民族民俗文化、农业生
产、手工技艺、体育运动、生态环境等各
类资源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产品，
满足不断变化的游客需求。推进以乡
村旅游重点村为首的国字号品牌建设，
打造差异化特色，打造一批省级精品乡
村。建设一批有文化品位、有地域特
色、有服务水平、有市场吸引力的乡村
民宿。

同时，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公共

服务水平。打造“快进慢游”交通体
系，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一方
面，做好乡村与高铁、城铁、民航、高等
级公路的接驳，构建“快进”交通网络；
另一方面，在乡村引入自行车、助力
车、绿道、风景道、共享微交通等方式，
形成“慢游”体系。做好乡村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加快乡村卫生环境、污
水处理、旅游标志体系、旅游厕所、村
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广
旅游服务标准化，切实提高乡村旅游
服务质量。

实现五个转向 丰富产品供给

全省大力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沈阳工业大学通过“产学研”
教学模式实现校企合作，由企业
承担部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培养
任务，企业可根据自身用人需求，

“订单式”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既
能实现学校教育和企业用工无缝
对接，又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
难问题。

图为沈阳工业大学学生在学
校“产学研”基地实习。

视觉中国供图

“订单式”培养
技能人才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璐报道
11月5日，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举行中国数码港·沈抚生命科学
园项目奠基仪式。

该项目总投资180亿元，是
沈抚示范区今年重大项目开工

“收官之作”，标志着示范区连续
两年实现了项目储备、签约、开
工“三个一千亿”的年度目标。
项目将分三期建设国家蛋白质
沈抚研发中心、生命科学创新孵
化中心、生物制药研发基地、综
合性三甲医院等。该项目在推
进过程中，实现了摘牌后3个小

时即取得施工预许可证并完成
项目开工各项审批，创造了“示
范区速度”。

作为沈抚示范区生命健康
产业的龙头项目和“平台+项
目+人才”组合引进的重大项
目，该项目将与示范区内辽宁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大生命健
康产业小镇等一批项目联动发
展，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全业态、
全领域、全链条集聚于示范区，
为百姓健康生活增添保障。

副省长、沈抚示范区党工委
书记陈绿平出席活动。

沈抚示范区生命科学园项目奠基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11月5日，2020年辽宁省高校毕
业生离校后就业创业推进行动
在营口启动。现场举办了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营口
地区招聘大会，111家参会企业
提供了2477个岗位。

今年以来，全省各市、各高
校和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形成合
力，完善统筹联动工作机制，出
台务实管用政策措施，搭建线上
线下招聘平台，优化离校就业服
务体系，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有
力地稳住了就业基本面。截至
10 月底，全省有就业意愿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就业率达71%。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影响仍将持续，供需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全省各
级人社系统将持续推进高校毕
业生离校后就业创业工作，把今
年出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若干
举措落实落细落地，确保招聘活
动、岗位推送、指导培训、重点帮
扶不断线。开展摸底调查，实施
人盯人帮扶；聚焦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
施兜底帮扶。

副省长张立林出席启动
仪式。

辽宁高校毕业生离校后
就业创业推进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11 月5 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11 月 4 日零时至 24 时，辽宁省
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病例治愈出院。

截 至 11 月 4 日 24 时 ，全
省 累 计 报 告 确 诊 病 例 283 例
（含境外输入 59 例），治愈出
院 278 例 ，死 亡 2 例 ，在 院 治
疗 3 例。

11月4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11 月 5 日，记者从省应急厅获
悉，8月以来，我省连续组织开展
三轮涉及硝酸铵和危险货物等
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整治。截
至目前，全省共检查危化品企业
1378家，发现问题隐患4134项，
下达执法文书502份，一批事故
隐患和薄弱环节得到整治，危化
品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升。

为深刻吸取黎巴嫩港口硝
酸铵重大爆炸事故教训，8月10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港口安全生
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专题部署
对涉及硝酸铵及危险货物港口
等4类企业开展排查治理。9月
28 日，省应急厅联合交通、工
信、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对营口、
盘锦等 6 市开展专项整治督查
的基础上，又部署开展第三轮专
项排查治理，延伸对生产、储存
硝化棉、氯酸钾、氯酸钠、液氯以
及涉及硝化工艺的危化品企业
开展专项检查。

辽宁专项整治硝酸铵危化品储存隐患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11 月 5 日，记者从省林草局获
悉，当前正值候鸟迁徙季节，为
切实加强打击乱捕滥猎和非法
经营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活动，
确保候鸟迁飞安全，我省启动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活动。

据介绍，本次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月活动主题为“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安全”。活动期间，全省野生动
物保护部门还将从源头、流通、
市场等重点环节开展综合整治，
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保持高压
打击态势，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全省
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
持续发展。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为继续提升和放大“辽宁名医”
大医精诚的示范作用，推动我省
医疗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攀升，日
前，省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开
展“辽宁名医”和“辽宁青年名
医”遴选培养工作的通知》，将在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民
营医疗机构）的执业医师中遴选

“辽宁名医”“辽宁青年名医”各
50人。

据介绍，名医名家建设工程
2015年启动，先后开展“辽宁名
医”“辽宁公卫名家”遴选培养工

作。2015年，全省遴选出首批辽
宁名医 30 人。2017 年，全省遴
选出第二批辽宁名医70人，同年
还遴选首批辽宁青年名医31人。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第三批
“辽宁名医”和第二批“辽宁青年
名医”遴选工作。按照通知要求，
此次遴选采取个人自荐、组织审
核、网上公示、综合评定的程序进
行，公开选拔范围、条件、评选过
程；将业务水平和医德医风表现
相结合，在注重临床业绩和实际
贡献的同时，将同行评议、群众满
意度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今年全省遴选百名名医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揭榜挂
帅”，谁能干就让谁干！沈阳市创新项
目生成机制、科研组织模式、资源配置
方式，实施重点技术攻关项目“揭榜
制”，提高科研攻关效率，扩展资源协同
范围，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支撑和引领
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揭榜制”面向主导产业、
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突出“需求来自企

业、协同面向‘两个循环’、成果应用产
业发展”的原则，项目聚焦沈阳市智能
制造、先进材料、高档数控机床、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
汽车、IC装备、人工智能等十二大产业
链以及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创新方向。

“揭榜制”按照“需求征集、科学凝
练、精准制榜、公开发榜、竞榜揭榜、择优
挂帅、资源集聚、协同创新”的流程实施，

实现需求聚焦、资源聚集、政策聚合，解
决关键核心的产业技术问题，面向行业
龙头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和隐形冠军
企业等创新发展需要的迭代性、前沿性、
空白性等共性技术进行设计凝练。

全国范围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创新型企业等创新主体都
可以针对发榜项目的任务指标要求提出
技术攻关方案，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项目

对接，协调创新资源，参与“揭榜”。
在政策支持方面，对产业共性技术

项目，沈阳市对技术需求提出企业按照
中榜项目技术合同额的50%给予前资
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对企业关键技
术项目，根据项目实施绩效，按照揭榜项
目实际发生技术合同成交额（不低于100
万元）的30%对技术需求提出企业给予
后补助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沈阳实施重点技术攻关项目“揭榜制”
“榜单”聚焦12个产业链，最高给予300万元资助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
开展基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复
站（康复点）建设试点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依托乡镇卫生院
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尘肺
病康复站，在常住尘肺病患者
达到 100 人的乡镇开展尘肺病
康复站试点工作，在常住尘肺
病患者达到 10 人的村居依托
村卫生室开展尘肺病康复点试
点工作。

通知明确，确定本溪市南芬
区南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丹东凤城市赛马镇卫生院、辽阳
市弓长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

票市第三人民医院（北票市职业
病防治院、北票市南山管理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葫芦岛市南
票区暖池塘镇中心卫生院、葫芦
岛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毛祁屯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6 个
乡镇卫生机构开展康复站建设
试点工作，朝阳市、葫芦岛市所
属的北票市第三人民医院、杨家
杖子经济开发区毛祁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康复站下辖
区域内建立一个康复点。本次
基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复站（康
复点）建设试点工作自 2020 年
10月起实施，至2021年11月底
结束。

我省试点尘肺病康复站建设

本报讯 特派上海记者唐佳丽
谭硕报道 11月5日，随着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馆，设在主场馆中央
广场的辽宁综合形象展区也开始向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开放。

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辽宁综合
形象展区总面积108平方米，这里既展
示了辽宁的自然风光、传统文化，又有
辽宁的优势产业、特色产品，更通过图
片、展板、视频讲述辽宁越来越优的营
商环境和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作为
我国北方重要的开放门户，东北地区唯
一的出海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节点，以及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
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辽宁的展示引
来许多参展商参观、咨询。

除综合展区外，面积 72 平方米的
沈阳中街步行街展区也吸引了大批参
展商前来。据介绍，目前，中街街区平

效 2.004 万元/平方米，吸纳就业 120
人/万平方米，其商业聚集度和形象美
誉度不断提升，成为宣传沈阳的亮丽名
片、展示城市形象对外开放的窗口、促
进消费升级的平台。展台按照故宫大
政殿、中街牌坊造型设计，以红色为基
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再现沈阳魅力。
在这里，参观者戴上现场设置的两台
VR现代技术设备，即可沉浸式体验中
街真实场景，1∶200的中街实景沙盘更
让参观者赞叹不已。

展区内，沈阳萃华金店、老边饺子、
中街1946冰点、老龙口酒、八王寺汽水，
4家老字号企业5个品牌的宣传展示活
动让参观者纷纷驻足品尝、合影留念。

⬅进博会辽宁综合形象展区向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开放。

本报特派上海记者 谭 硕 摄

向世界展示开放进取的辽宁

我省综合形象展区亮相进博会

（上接第一版）
夏德仁要求，要以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扎实推进政
协 履 职 工 作 。 要 把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全 会 精 神 作 为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 贯 彻 热 潮 。 要 围 绕 推 动 全 会 精
神贯彻落实进一步凝聚共识，切实
把 全 省 各 党 派 团 体 和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的 思 想 统 一 到 全 会 精 神 上 来 。

要 继 续 为 编 制 我 省“ 十 四 五 ”规 划
建言献策，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各项要求，组织政协委员
深 入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提 出 战 略 性 、
前 瞻 性 的 意 见 建 议 。 要 围 绕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确 定 的 目 标 任 务
谋 划 好 明 年 工 作 ，更 好 地 围 绕 中
心、服务大局，为我省“十四五”开
好 局 、起 好 步 ，为 辽 宁 振 兴 发 展 贡
献力量。

省政协举行十二届六十一次党组（扩大）会议

时至今日，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冷
轧厂四号线清洗机组依然运行稳定，
用了十几年的装备仍保持良好的状
况，冷轧厂首席技师李超功不可没。

建四号线清洗机组是 14 年前的
事。李超作为谈判小组成员赴日本参
与设计审查。他把原有的二号线清洗
机组暴露出的设计问题和修改方案详
细列出，一共60多条，一条一条与日方
代表谈。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清洗
机组刷辊传动轴直径要不要加大这一
点上。李超坚持要增加2毫米，日方则

拒不接受，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李超
将了对方一军：“如果不修改设计，以
后这个部位出了问题，你们要负全
责！”最终，日方答应修改设计。

30年前，李超刚走进鞍钢时，只是
一名普通的钳工。鞍钢的英模文化和
工匠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李超，他立志
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所学，做技术报国
的有用之才。

多年来，李超把个人价值与企业发
展紧密相连，紧跟鞍钢技术改造和产品
调整步伐，刻苦钻研，敢于挑战。他主

导完成的“酸洗活套段改造”工程项目，
使设备故障时间由全年几百小时降为3
小时，大幅提高了设备作业率，使一条
设计能力40万吨的生产线完成了创纪
录的100万吨产量；为了满足企业汽车
板开发需要，他主导研发的相关技术，
成功解决了鞍钢冷轧联合机组带钢乳
液残留问题，使鞍钢冷轧汽车板能够稳
定地批量生产，欧五标准的合格率提高
8%，耗电量节省了36%。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超心中有
大局，处处作表率。每到一个新岗位，

他都会用创新意识带动整个团队，把
创新经验和技术诀窍传授给大家，形
成“比学赶帮超”的创新风气。这些年
来，李超带领团队累计完成革新项目
553项，培养出青年技术骨干30多名。

解决生产难题260多项、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及专有技术 27 项、被授予“当代发明
家”称号、创造经济效益1.5亿元……30
年来，李超用忠诚的职业态度和精湛
的职业技能，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的
风采。

李超：做技术报国的有用之才
本报记者 王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