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傅春蘅 视觉设计：许 科 检校：冯 赤 张 勇要闻
YAOWEN

06

北方
时评

SHIPING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2
月 20 日，记者走进位于鞍山经济开
发区的丹佛斯（鞍山）控制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只见叉车快速运转在
各个货架之间，控制平台上实时刷
新着各项数据，工人们在各自的岗
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片 140
余平方米的空地上，水泥浇筑已经
完成，正准备进行新上项目的设备
安装。

“去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 20%，
今年不仅要力争产值再上一个新台
阶，还要全力创建国家级绿色工
厂。为此，我们正不断加大加工中
心、清洗设备、污水回收利用等项目

的建设力度。”丹佛斯（鞍山）控制阀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广海充满信心地
表示，在鞍山市各级部门优质高效
的服务指导下，公司目标定将如期
实现。

不只是丹佛斯，走进当下的钢
都，鞍山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的热潮
扑面而来。西鞍山铁矿开发利用项
目即将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专家
审查，华润热电联产项目正在完善
土地等手续，海城市、台安县、岫岩
满族自治县正协同推进 6 个风电建
设项目。截至目前，今年鞍山已落
实社会投资类、城建类、工业“四改”
类等 5000万元以上项目 616个。

“变‘猫冬’为‘忙冬’，去年10月
份我们就开始梳理今年的重点建设
项目，对全市及各地区的重点项目逐
个建立台账、倒排工期，启动前期手
续办理工作，以落实责任和项目开复
工各项要素准备为主题，全力协调解
决项目开复工的土地、资金等要素保
障问题。”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
资科科长韩庆虹说。

正如韩庆虹所言，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理念，鞍山市还从完善项目
工作体系建设、建立项目管理大数据
平台、提升审批效率等方面持续发
力，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效，稳
投资添动能。

为加快前期手续办理，鞍山市
变审批服务为审批任务，全力打通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
限时审批、容缺审批，全面提升审批
效率。同时，用亮灯形式显示手续
办理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催促
解决。

咬定项目建设目标不松劲，鞍山
市建立督查督办机制，市项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将按照“四不两直”方
式组织对新开工项目进行明察暗访，
重点核查项目现场进度，坚决防止

“只看数不见物”，全力推动项目真落
地、快建设、见实效，奋力夺取一季度

“开门红”。

变“猫冬”为“忙冬”狠抓项目前期手续办理

鞍山发力616个重点项目稳投资添动能
近日，两则消息

使辽宁工业遗产再度
热了起来。一是第五
批国家级工业遗产名
单公布，辽宁累计上

榜 12 个，总数居全国第三；二是《辽
宁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
正式印发，提出增强工业文化在

“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设中的支
撑作用。

两件事传达着同一个重要信息：
辽宁工业遗产已成为当代社会进步
的组成部分。这些曾经出现在生活
中的“老面孔”，正在成为更多人身边
的“新地标”。

作为中国工业的奠基地，辽宁拥
有百余年的工业发展史，为新中国形
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
功勋。经过岁月的沉淀，辽宁留下了
弥足珍贵、种类丰富的工业遗产。尽
管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工业遗产的关
注度逐步升高，但客观而言，仍有大
量“明珠”被埋于深草，没有得到良好
的保护利用。

工业遗产应用难，与其数量众
多、位置分散、资金缺乏、权属复杂等
问题密不可分，解决方法在于价值挖
掘和方式创新。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社会变

革的见证者，是记录小到个人、中
到企业、大到国家进步轨迹的珍贵
载体，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科技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梳
理经济发展脉络、传承奋斗精神、
进行科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通过再现场景、宣讲故事等形
式唤醒遗产价值，是利用好遗产的
前提。

工业遗产内容复杂，保护利用不
能一概而论，应具有多样性。对位于
生活区的遗产，可以将其与文化创意
产业、休闲娱乐服务业结合，从而催
生出新产业。对于仍存在于生产区
的遗产，可建设成为创意产业园、研
学基地、沙龙基地等。对于地理位置
较远的地区，可以建设成为绿色休闲
区，作为近郊游的好去处。

资金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
要保证。除国家支持外，各地区可将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列入相关的城市
计划，让其成为网红打卡地、创业集
中地、文化滋养地、休闲娱乐地，从而
焕发新的经济活力。

最好的保护是合理利用。就工
业遗产而言，“活”在当下才更具魅
力。创新施策、多维发力，这些印刻
城市记忆的老物件、大块头必将释放
出新时代的新活力。

让工业“老面孔”
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孙大卫

2月21日，在朝阳市龙城区辽宁
柏慧燕都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忙着为全国各地的客商
赶订单，加工、制作、包装等工作井然
有序。

“大年初四工人就全部到岗，公
司正式复工复产。目前，线上订单
达到日均 1000 单至 2000 单，线上、
线下销售红红火火。”公司负责人张
景峰说。

今年，辽宁柏慧燕都食品有限
公司将投资建设冷链物流仓储中
心和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项目建

成后，将加快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
速度，逐步形成集畜牧养殖、畜禽
屠宰、肉食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
输、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条，实现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控
制。今年，企业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10亿元。

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是以生物科技为核心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记者走进公司
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在生产线上
赶春耕生产订单，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我们大年初七开始正式复工
复产，现在呈现产销两旺态势。春
耕临近，农民的备耕生产也将开始，
公司的产品将通过物流网进入全国
各个农业市场。我们现在是满负荷
生产，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辽
宁微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志龙说。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春节
过后，朝阳市委、市政府启动推动规
模以上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印发了

《朝阳市访企业解难题促复工活动方
案》，鼓励动员企业干起来、比起来、

拼起来，加快复工复产，力促首季“开
门红”。

朝阳建立市县专班，全力推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县区
分类包企，按照企业 2021 年度实
际产值进行分类，对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实行日报告制
度，同时，对已复工复产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完成的产值、增加值情况
按月通报。截至目前，朝阳市 37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开复工 349
家，开复工率达 93.6%，实现了应开
尽开。

全力赶订单 冲刺“开门红”
本报记者 张 旭

近日，在大连长兴岛海关监管下，
1万吨产自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的精对苯二甲酸码成“长龙”，等待装
运出口，远销RCEP成员国市场。

精对苯二甲酸是石油衍生物，可
加工成涤纶纤维、塑料制品等。恒力
石化作为拥有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精
对苯二甲酸工厂之一，年产能达1200
万吨。恒力石化项目部经理陈天祥表
示，春节过后，随着聚酯工厂成品库存
下降，行情回升，企业实行现货现签，
海关及时通关放行，给予了强有力的
支持。

为助力辖区石化产品顺利出口，
大连长兴岛海关实行两步申报、提前
申报、属地预约查检等便利化通关模
式。据统计，2021 年，大连长兴岛海
关累计监管出口精对苯二甲酸 70 万
吨，货值达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5%
和60%。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牛立民 摄

大连石化产品
远销海外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大
连市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执法监
督检查向科学化、法治化轨道迈出了
坚实一步。日前，《大连市应急管理
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检查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
施，对被执行单位的合法权益作出最
大限度的保护。

《办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类
别划分作出明确分类，对加强和
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进
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
体系适用企业作出明确说明。大
连市将生产经营单位分为大型、
中型、小型、微型４种类型，并根
据生产经营单位所属行业特点、
固有风险、安全生产条件等情况，
将其划分为重点检查单位和一般
检查单位。

大连市要求，市、县两级应急管
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分类分级要求，
科学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

年度具体重点检查单位名单，实现
监督检查全覆盖。对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
惩戒对象、存在重大事故隐患、重复
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停产整顿、技改
基建、关闭退出以及主要负责人安
全“红线”意识不牢、责任不落实等
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差异化执法，增
加执法检查频次，依法加大行政处
罚力度。

《办法》还制定了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工作制度，要求执法检查
应当遵循依法实施、权利保障、高
效便企、廉洁透明的原则，严格落
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对现场检
查应当遵守哪些规定、执法程序
和注意事项、执法手段和范围也
作出明确界定，从顶层设计层面
做到科学执法，规避了以往个别
案例中由于规章制度模糊不清导
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尴尬局面。

大连对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进行分类分级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2 月 20 日，在铁岭市铁岭县蔡
牛镇蔡家坝村村民朱艳勇家的蔬菜
大棚里，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黄瓜
藤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叶片肥厚而
茂盛，一个个带着小黄花的嫩黄瓜
整齐地挂在藤上，好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

朱艳勇满面笑容地告诉记者，春
节这段时间，黄瓜卖得最好，基本上
是两天采摘一次，一次一个棚能采四
五百斤，能卖 2000多元，他家 3栋大
棚，一次就能卖六七千元。

“咱村的黄瓜没出大棚就卖光
了，大部分销往市内的大型商超，根
本不愁销路。这茬黄瓜一直能摘到
6月份，能带来很大一笔收入。”朱艳
勇在大棚里一边用夹子固定黄瓜秧，
一边高兴地说。

据朱艳勇介绍，只要控制好棚里

的温度、湿度，黄瓜几天就能采收一
茬。他家的 3 栋大棚，每年只种黄
瓜、西红柿，这两样菜在春秋两季交
替种，能让大棚得到最好的利用，获
得更高的效益。一栋大棚一年能带
来5万元至7万元收益。

目前，蔡家坝村有温室大棚 113
栋。时下，80%的大棚都在种黄瓜，
主要销往抚顺、长春等地以及周边各
县（市）区，深受消费者欢迎，供不应
求的市场环境给这里的菜农带来了
滚滚财源。

“经常有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
家现场指导我们种黄瓜，所以我们
这儿的大棚黄瓜品质好，而且不打
药，摘下来就能吃，消费者十分认
可。我们农民增加了收入，虽然大
棚里的活儿挺忙，但我们非常高
兴。”朱艳勇说。

咱村的黄瓜
没出大棚就卖光了
本报记者 王晓波

2月20日，朝阳北票市东官营镇
海丰村村民李洋和乡亲们一起收获
羊肚菌。

为引导更多农民发展食用菌产
业，今年，省农科院微生物院和李洋
合作开发羊肚菌项目。目前，大棚里

羊肚菌长势喜人，正进入采收期。
李洋告诉记者，小小羊肚菌鼓起

了村民的钱袋子。未来，有科技团队
作保障，他对羊肚菌产业充满信心。

李奎伟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时尚新潮的展示货架、专业亮丽
的灯光布置、T 台秀舞台的情景设
计、直播大屏辅以多角度摄像头的直
播器材……整整60平方米的电商直
播间里只有一类商品——风格时尚
的各种新潮鞋。而这样一个专业设
计的直播间，就建在辽阳市辽阳县刘
二堡镇山东村村委会里。

直播间缘何“住”进了村委会？2
月20日，山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杨帅向记者介绍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

刘二堡镇以生产新潮鞋闻名，已
有 60年历史，从业人员超过 1万人。

其中，历史最悠久、产业最集中的就
是山东村，这里也成为远近知名的

“潮鞋村”。由于近几年市场竞争加
剧，加上疫情影响，原先鞋业传统的
经营模式遭遇严重冲击，产业转型发
展迫在眉睫。

在去年的刘二堡辽宁鞋业园区
招商会上，辽阳市相关部门提出，结
合刘二堡本地鞋业的特色资源，打造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科学模式。杨
帅从去年10月份开始研究电商直播
模式，下决心请专业人士操作。通过
介绍，杨帅认识了曾在知名电商平台
工作过的朱贺，当时朱贺正自己创业

进行电商运营，共同的想法让两人一
拍即合。

杨帅领着朱贺走遍了山东村的
各个鞋厂，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建设专
业新潮鞋直播间，并以此为平台，为
当地鞋厂进行免费宣传，带动整个地
区的行业发展。

为方便企业入驻，杨帅等村干部
决定将直播间建在村委会内。他们
借鉴南方先进地区的经验，找专业人
士设计装修，去年年底，一个具备领
先水平的直播间建成了。同时，以村
委会名义注册了商标——“刘二堡鞋
都”，粉丝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品牌。

与此同时，朱贺团队也在抖音
平台注册了账号，开始直播宣传及
销售。到目前，每天平均销售 300
双鞋，“刘二堡鞋都”的品牌在粉丝
中传播开来。而进入直播间的鞋厂
有数十家，更有十余家鞋厂经过现
场学习，自己建立了直播间，越来越
多的鞋厂开始接受电商直播的新销
售模式。

杨帅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自己的
家乡成为真正的“鞋都”。朱贺也有
个愿望，打造一个真正的北方鞋业知
名品牌。这一切，在这个“住”进村委
会的直播间萌芽、成长……

电商直播间常驻村委会
本报记者 许 刚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2 月 21 日获悉，在广泛征求职工意
愿和需求的基础上，大连市确定了
2022 年工会“我为职工办实事”17
个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服务基层工
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职工技能、
扶持创新创业、拓展普惠服务、深化
健康关爱、推进文明创建等方面。

据介绍，大连市总工会将筹措
不少于 1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小微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市总直属基
层工会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

工会做好服务职工工作。投入1000
万元，组织开展劳动技能竞赛，促进
职工技能提升。举办市第四届“工
匠杯”职工技能大赛，全年举办劳动
和技能竞赛1000场，覆盖职工30万
人次。投入 1000 万元激励职工创
新创造，扶持职工创新项目 20 个，
举办首届大连市职工创新成果展，
创建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50 个
以上。

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惠暖心服
务。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劳

动争议协商调解服务，对符合条件
的职工劳动争议案件应援尽援。
依托职工服务中心和“乐聘大连”
小程序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为
不同群体搭建就业平台。组织 30
万名职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实
施职工心理关爱行动，提供线上线
下专业的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为
每名全国劳模发放 3000 元慰问金，
组织 200 名劳模开展健康疗养、休
养。组织劳模工匠送技术、送培训
50 场次。支持职工子女寒暑假爱

心托管班建设，对每个符合条件的
托管班给予 2 万元扶持资金。建设
电子职工书屋，建立线上职工阅读
平台。面向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
群体会员等开展送温暖活动。依
托网上职工之家服务平台每月派
送会员福利，全年送电影票 20 万
张、景点门票 5 万张。出资 180 万
元为 1800 名会员职工提供手术补
助。拓展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组
建“大连市职工志愿者服务总队”，
弘扬社会文明友爱新风尚。

大连今年筹措亿元资金为职工办17项实事
涉及提升职工技能、扶持创新创业、深化健康关爱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