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3日 星期三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史凤斌要闻
YAOWEN

07

速览 SULAN

本报讯 11月 2日，记者从鞍山
市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鞍山
市钢铁及深加工产业、铁矿业和菱镁
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 10.9%、26.3%和 9.7%，拉动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提高 4.8 个、3
个和 2.6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总量
占 全 市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84.5%，成为鞍山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的主要动力。

前三季度，鞍山市规模以上钢铁
及 深 加 工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0.9%，高于去年同期 9.7 个百分点，
对全市工业贡献最大。前三季度，全
市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
长 2.9 个、6.1 个和 7.8 个百分点。钢

材价格整体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前
三季度全市重点监控的螺纹钢、冷轧
钢和热卷钢价格分别较去年同期上
涨 57.8%、39.8%和 50.4%。

与此同时，鞍山市规模以上菱镁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3%，较去年
同期提升38.7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
期增长10.6%，两年平均增长5.2%。

此外，鞍山市铁矿业快速发展，
主要产品价格上涨、产量提高，呈现
生产积极向好、利润大幅提高的态
势。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铁矿行
业实现营业收入 288.2 亿元，同比增
长 50.1%；实现利润总额 128.8 亿元，
同比增长 1.6倍。

丁晓旭 本报记者 刘家伟

鞍山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84.5%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1
月2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市场监管局驻
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发出第一张盖有
辽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的内资公
司营业执照，辽宁盛德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为领到内资公司营业执
照的第一人。据悉，为进一步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辽阳市将原市行政
审批局承担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食
品生产许可等涉及市场监管的24项审
批事项划转至辽阳市市场监管局。

辽阳发出审批模式
改革后首张营业执照

11月 1日，记者来到沈阳市中德产业园华晨宝马
铁西工厂生产车间，只见一辆辆新车在工人娴熟的组
装下等待下线。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建有大东工厂、铁
西工厂及发动机工厂，现有员工2万多人，本土供应商

达400家，已连续15年成为沈阳市最大的纳税企业。
2020 年，公司累计生产汽车 602936 辆，同比增长

12.38%；产值达 1873.6亿元，同比增长 11.2%；纳税 262
亿元，同比增长 16.34%。今年，公司预计生产汽车 68
万辆，产值超过2000亿元。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宝马新车整装待发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 月
1 日，沈阳市两级检察院同步开展

“检察官在您身边——送法进企业”
主题活动。活动以发布沈阳检察“法
治营商天气预报”为主要内容，百名
检察官走进商会和企业，开展法律咨
询及普法宣传。

沈阳检察“法治营商天气预报”
是沈阳市检察院聚焦一个时期以来
的涉民企多发类案件，通过统计分析
案件数据，针对突出问题和痛点难
点，面向企业发布的法律风险预警提
示，是服务保障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创新举措。
沈阳市检察院在“检察蓝护航创

业者”001 号法律服务站，向沈阳市
私营企业协会、沈阳市连锁经营协
会、沈阳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商会
等发布了两期“法治营商天气预报”，
包括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多发的“红色
预警”——危险驾驶罪、近一时期企
业家高度关注的“橙色预警”——劳
动用工法律问题等。

同日，沈阳市 16 个基层检察院
也分别在各县（市）区的法律服务站
同步开展这一主题活动。

沈阳检察机关发布
“法治营商天气预报”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10 月 29 日，装载托克
辽港国际贸易（辽宁）有限公司首批
贸易原油的“马士基埃菲”轮靠泊大
连港油品码头，进行卸船作业，标志
着辽港集团首单原油贸易业务正式
落地，预计带来原油吞吐量 26万吨，
涉及贸易额 8600万美元。

辽港集团与世界 500 强企业托
克集团强强联手，于 2021年 6月合资
组建了托克辽港国际贸易（辽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辽港”）。

托 克 辽 港 成 立 以 来 ，依 托 辽
港集团、托克集团在港口物流、仓
储 设 施 、国 际 石 油 开 采 及 操 作 经
验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以及辽宁

自 贸 试 验 区 大 连 片 区 优 越 的 政
策、区位、产业条件，不断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托克辽港与托克新
加坡公司、宝来新加坡公司携手，
开 启 本 次 原 油 贸 易 业 务 合 作 ，并
将该笔业务的卸船港锁定大连港
油品码头。

今后，托克辽港将逐步开展原
油、成品油、LNG 的进出口贸易、结
算、供应链金融服务等相关业务，为
辽港集团油化品板块注入新发展动
能，带动区域油气贸易产业发展能级
提升，助推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

臧永亮 本报记者 王荣琦

辽港集团
首单原油贸易业务落地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10
月 31 日，本溪市平山区政协常委阚
中军来到市府小区，实地查看他建议
的“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落
实情况，随后记录群众反映的煤气管
道安全问题，准备作为今年两会的提
案内容。近年来，本溪市政府全力推
进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
作，实现了办理工作提质增效。

本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以“马上办”“钉钉子”
精神，绷紧责任体系，集中安排部署，
强化节点控制，突出问绩问效，在抓实

抓细上狠下功夫。每年市两会结束
后，本溪市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安排部
署当年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市政府
40家承办单位始终坚持“一把手”负责
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
上落实反馈的责任体系。同时，联合
本溪电视台“百姓看担当”节目，主动
搭建沟通平台，聚焦问题互动交流，努
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本溪市创新实行灵活多样的办理
方式：通过坚持问题导向，落实分类办
理制度，下大力气解决“重答复、轻落
实”“有答复、没下文”等问题；通过坚

持集中办件，盯紧办理突出问题，邀请
代表、委员全程参与办件过程，共同推
进难点问题解决；通过强化沟通联系，
增进与代表、委员的互信和共识，赢得
代表、委员的理解和支持。

本溪市还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
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
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紧
密结合，将新生儿免费疾病筛查、提
升异地就医结算便利性等 6 项群众
关心的建议、提案纳入 2021 年度民
生实事，挂牌督办。

市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强化督查

督办，有力地保证了重大决策的实施
和落实，特别是开展跟踪办理“回头
看”，重新梳理和交办 2018年以来的
建议、提案。经过各承办单位跟踪办
理和再次答复，进一步推进了停车
难、如厕难、出行难、艺术宫复建项目
等建议、提案的解决落实。

2018 年以来，本溪市政府共办
理建议、提案 1964 件，按期办复率
100%，群众满意率 100%，问题解决率
达 70%以上。许多重要信息和智力
成果进入市委、市政府决策视野，并
在部门工作中得到体现和转化。

本溪抓实抓细建议提案办理让群众受益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11月 2日获悉，《沈阳市“十四五”
再生水利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日前正式印发。沈阳市将在工业用
水、河源景观补水、城市杂用水3个类
别领域，城市绿化、热电厂循环冷却
水等方面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在目
前利用率约 21%的基础上，到 2025
年，实现利用率提升至30%以上。

再生水也称中水，指城市污水、
废水经净化处理后达到国家标准、能
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非饮用水。目
前，沈阳市再生水年利用量为 1.8亿

吨，利用率约21%，达到“国家节水型
城市”标准。

为进一步拓展再生水利用途径，
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节约用水，沈
阳市制定《规划》并明确目标：到
2025 年，再生水利用率达 30%以上；
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
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系统、安全、环
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为
此，沈阳市将在工业用水、河源景观
补水、城市杂用水 3 个类别，城市绿
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
公建和建筑小区、热电厂循环冷却

水、热源用水（试点）、河道景观环境
用水等方面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

充分挖掘工业再生水利用潜
力。沈阳市将结合中心城区热电厂
分布和用水量需求，有序推进污水处
理厂工艺提标改造和配套管网建设，
逐步实现再生水全面替代，现状及

“十四五”期间规划热电厂全部采用
再生水，新增补给8座热电厂工业用
水，同时加强对热电厂废水达标排放
的监管；提高河道景观环境用水，优
先补给北沙河、南小河、辉山明渠等
中心城区水系，大幅提高再生水利用

率；拓展城市杂用水范围，以景观用
水、工业用水干线为基础，结合绿地、
广场及道路用地布局加水点，每座加
水点服务周边2公里至3公里范围内
绿化、道路、车辆冲洗等杂用水。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明确提
出，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
新建公共建筑，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
以上的机关、科研单位以及大专院校
和社会事业设施，如周边公共再生水
利用设施或者自建再生水利用设施
的配套建设已经建成，应当进行再生
水利用。

沈阳加快再生水利用为发展“解渴”
到2025年，利用率提升至30%以上

“我们村的蛋黄香薯口感香甜，
细腻无筋，味若板栗，香气诱人。”“这
可不是普通的红薯，这是‘烟薯25’，
有‘薯界皇后’的美称，其特点就是口
感细腻如蜜，流溏流油，软糯超甜。”

10 月 27 日，在辽宁中医药大学
学生食堂超市“第一书记”代言农副
产品专柜，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拉古
乡大甸村驻村“第一书记”冀天威变
身超市推销员，介绍起村里万君农场
种植的“薯钰红薯”系列产品。

“甜！真甜！”“冀老师，烤红薯的
味道相当给力啊！”“冀书记喊你吃蜜
薯啦！”师生们一边品尝刚出锅的烤
红薯一边赞叹道。

“冀老师，这两个品种我一样要两
箱。”“我也要两箱。”“别抢啊，这两箱
我都付完钱了。”……看到村里的红薯
成了抢手货，冀天威脸上笑开了花。

“辽宁中医药大学精心打造的‘第
一书记’农副产品专柜，给我们村的特
色农产品提供了非常好的销售渠道。

目前，专柜展销蛋黄香薯、红心蜜薯、
冰糖心、玛莎莉等品种。”冀天威说。

两个月前，冀天威从辽宁中医药
大学被选派到大甸村工作。一到村
里，他就对全村的产业情况进行了调
研。他发现，村里的万君农场成立了
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
了 140 余亩红薯，虽然品种很好，但
疏于包装和品牌销售，优质红薯像大
路货一样在农贸市场销售。

“必须提升红薯的包装和销售渠

道。”在冀天威的努力下，一个多月时
间，大甸村红薯有了精美的礼盒包
装；辽宁中医药大学校领导积极支
持，同意在学校食堂超市开办“第一
书记”代言农副产品专柜。仅一个中
午，学校教职工就购买了240多公斤

“薯钰红薯”产品。
冀天威开心地说：“今天红薯准

备少了，还有很多人没买到。我把他
们想要购买的数量记了下来，大家还
表示要帮助我们村推销产品。”

“第一书记”当起“超市推销员”
本报记者 葛传东

本报讯 10月29日，本溪满族自
治县召开专门会议部署秸秆焚烧管控
工作，以遏制秸秆焚烧现象的发生，有
效保护旅游名县的生态环境。

管控工作采取县里主抓，各乡镇
街道、村齐抓共管的方式，在全县上下
实现相互配合、紧密联动，形成长效管
理机制，努力做到全县无焚烧点，确保
空气质量安全。

蒲美宁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本溪县严抓严控
秸秆焚烧现象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1
月 1 日，记者从鞍山市科技局获悉，
鞍山将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通过培育发展壮大科技型企
业、加快建立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引
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全面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让
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推动
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力争到
2023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600亿元。

鞍山市将围绕大力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型初创企业、“雏鹰”及

“瞪羚”企业等重点，持续培育发展壮

大科技型企业。全市将大力开展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不断提高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围绕新兴产业领
域，加快推进新型创新主体建设，依
托高新区的优势资源，培育一批“雏
鹰”“瞪羚”企业。其中，2021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20家，认定创新型初创
企业 10 家，“瞪羚”企业累计突破 15
家，“雏鹰”企业累计突破100家。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鞍
山市将积极鼓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
构及其他组织机构从产业发展实际需
求出发，探索建立多种模式的产学研

合作机制，征集、筛选、组建实质性产
学研联盟。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政
策引导作用，在指导联盟组建、规范联
盟运行、发挥联盟作用、服务联盟发展
等方面建立稳定的培育体系。到2023
年，典型类联盟省级累计达20个，提升
类联盟省级累计达50个；实施“揭榜挂
帅”科技攻关项目省级累计实现15项、
市级累计实现10项。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采取
“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
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加计扣
除政策，实施“一户式”精准服务。全
市选派一批懂政策、善沟通的业务骨

干组成“减税小秘书”团队，进驻重点
科技型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辅导，
并持续开展企业研发投入填报工作
专题培训。2023 年，全市享受研发
费加计扣除企业达300家，加计扣除
额达 13 亿元，兑现规模以上企业研
发投入后补助资金600万元。

鞍山市还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和培育力度。2021 年，设立 12 家维
权援助工作站，力争知识产权案件结
案率达90%以上。同时，鼓励企业实
施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持续
培育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年度增
加5家以上。

培育科技型企业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加大研发投入

鞍山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在东港市
北井子镇祥和家庭农场，一台台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金灿灿的稻米
源源不断地流入粮斗。

“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科学的田
间管理，这 1200 亩订单‘越光’水稻
长势好于往年，亩产达 450 公斤到
500 公斤。”农场负责人田世昌的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收割、卸仓、装车、运输……眼
下，黄海北岸的稻田一派繁忙的收获
景象，东港各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开
镰收割。据东港市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介绍，全市共有64万亩稻田，预
计收割工作将持续至11月中旬。

东港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
国平安农机示范县，到“十三五”末，
全市粮食产量达 10.84 亿斤，农机总
动力达61.2万千瓦。其中，优质水稻
年产近40万吨，产值达13亿元，水稻
生产耕种收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为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东港大米”

先后获得“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全国
金奖大米”“全国放心米”等称号。

在前阳镇柳林河流域，占地1.78
万亩的前阳镇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
范区此时也是一派忙碌景象。“今年
种植的 300 亩‘盐丰’品种水稻喜获
丰收，亩产达 700 公斤，亩均效益超
过 600 元，我们还如期领到了 2.4 万
元的种粮补贴。”有着40多年水稻种
植经验的示范户孟庆龙给记者算起
了丰收账。

近年来，东港市坚决扛牢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
三五”时期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7 万亩，2021 年完成 7 万亩。同时，
持续在“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上
下功夫，通过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

“稻蟹、稻虾共养”新技术、落实各项
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今年全市 5601.5 万元水稻补贴
款于10月底前发放完毕。

开镰喜算增收账
陈鸿军 倪向宇 本报记者 蔡晓华

10 月 28 日，记者在国营朝阳县
贾家店农场看到，到处是农民秋收忙
碌的身影。承包了500亩大田的农民
李贺军说，今年风调雨顺，他种植的
100亩玉米和400亩高粱全部获得了
好收成。现在，他每天带领几十名村

民秋收，已持续1个多月了。明年还
要多承包点地，帮助更多村民增收。

据悉，今年，农场 2 万亩玉米丰
收，鼓起了当地农民的钱袋子。

郝淑丽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玉米丰收乐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