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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2
月 28 日，抚顺伊科思新材料有限公
司厂区内，高耸入云的碳五分离塔和
各式罐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当时
就是奔着抚顺石化‘大乙烯’的碳五
资源来的，通过直通厂区的管道，就
地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原料问题。”公
司总经理李云涛指着位于厂区东部
的几根粗壮管线说，企业在使用“大
乙烯”提供碳五原料的同时，也将生
产中的副产品间戊二烯提供给下游
的抚顺齐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石油
树脂。通过管道将企业连接起来，不
仅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也让上下
游企业紧密相连、互利共赢。

背靠“大乙烯”，下游企业不断做
强做大。伊科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的异戊橡胶产品广泛应用于轮胎、医

疗、食品等产业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70%。齐隆化工成为共聚树脂产品
领域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其碳九共聚
树脂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

2012年，“大乙烯”装置投产，抚
顺石化公司逐步形成千万吨炼油、百
万吨乙烯生产能力，为下游地方企业
源源不断地供应石化原料。“以抚顺
石化公司为龙头，下游企业全面承接
其炼化副产品，进行二次、三次深加
工，形成生产链条一体化，不但可以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延伸产业链、生
产高附加值产品、提高双方的经济效
益，还有助于带动全市化工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升级。”抚顺高新建设发
展集团董事长王辉旭说，短短几年，
已有 150个相关产业项目入驻园区，
形成了有机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

材料、橡塑蜡深加工四大产业集群。
既要横向发挥抚顺石化公司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共建石化产业园
区，还要纵向延长产业链条，促进资
源共享，建设大石化产业集群。抚顺
高新区紧密跟踪一批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的高端产业技术，全力支持抚顺
石化公司减油增化、转型升级，加快
推进央地共建；从巩固乙烯、丙烯等
领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端化、
功能化、精细化拓展，向化工新材料、
专用化学品等高端领域延伸发展，扩
大差异化高端品种的供给规模与质
量；加快研发纯度高、品质好、性能
佳、安全健康的特色品种，重点生产

“高端化、终端化、高附加值化”医药
中间体，原料药、胶粘剂及其特种聚
合物和助剂、高端涂料等化工新材

料，为建设国家高端精细化工及化工
新材料产业基地夯实基础。

央地融合共建，不仅让抚顺石化
产业园成为产业集聚的“洼地”，更成
为技术创新的“高地”。目前，产业园
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53 家，“瞪羚”
企业 12 家，“雏鹰”企业 17 家，国家
级、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1
家，生产专精特新产品 33 个。东联
安信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基丙烯酸酯
类产品和单体生产工艺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2/3 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诺科碳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模量

（高导热）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将为
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领域提供关键
材料支持。东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销售量稳居
世界前三名。

央地融合实现共建双赢

抚顺“大乙烯”催生四大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2月
28日，记者从大连国际机场集团了解
到，新机场项目将进入正式审批阶
段，为新机场2026年建成运营的总体
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连社会
各界期盼多年的“世界最大离岸式人
工岛机场”有望早日进入建设阶段。

2003 年，大连市启动新机场选
址论证工作。2009 年 7 月，“启动大
连新机场选址与建设”被列入《辽宁
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历时十几年
的充分协调、科学论证，手续办理工
作取得重要成果。

大连新机场是国内首个采用离
岸式“人工岛”建设的机场，项目选址
金州湾东部海域，“人工岛”南北长

6.2 公里，东西宽 3.5 公里，离岸最近
距离 3公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
的离岸式人工岛机场。

根据项目总体规划，新机场项目
首期规划建设双跑道，总机位数达
198 个，航站楼面积为 55 万平方米，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300 万人次、货
邮 55 万吨的需求。远期扩建 2 条跑
道，总机位数为 299 个，航站楼面积
为 90 万平方米，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货邮 100 万吨的需求。
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大连东北亚国
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建设的重要支
撑，也是大连市加速推进新时代“两
先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

大连将建
世界最大离岸式人工岛机场

春寒料峭。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
镇民主村果蔬基地的设施大棚里，雪白
的樱桃花竞相绽放，花团锦簇，一派春意
盎然的景象。农民们忙着抢抓农时，为
樱桃树授粉疏花。

2019年，民主村利用集体土地上的
3 栋大棚种植樱桃，年收入达 10 万元。
如今，全村有80多户、300余栋大棚加入
果蔬基地。

为实现以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带动
经济发展的目标，民主村计划在村内的
闲置土地上再建 10 栋高标准大棚，作
为村集体增收项目，同时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樱桃花开幸福来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近
日，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环境保护项
目组联合浙江大学针对地下供水管
网精准测漏开展的立项攻关通过专
家组验收。专家一致认为，该项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冶金行业
地下供水管网精准测漏领域的空白。

地下供水管网作为水资源的输
送载体，其运行状态在钢铁生产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企业的快
速发展，鞍钢改建和扩建了大量地下
供水管网，但由于部分供水管网年久
失修、管材老化等原因，供水管道漏
损事故频频发生，每年给企业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

为尽早发现管线的“病害”部位，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管网漏损造成
的水资源浪费，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
环境保护项目组联合浙江大学开展
立项攻关。课题组打破常规管道测
漏检测方法存在的检测速度慢、挖方
量大、定位精度差且易受环境噪声、
管径、压力等因素影响的弊端，基于
电磁学和声学原理，开发了雷达波声
波双波耦合的管道漏损精准定位技
术，经过实验室与现场大量的研究及
测试，建立了鞍钢实际地质和环境特
点的雷达图像和声波数据库，突破了
雷达图像数据的多属性图像分析技
术和探地雷达时频综合分析技术。
目前，该项技术已在鞍钢股份公司和
朝阳钢铁公司进行实地应用。

鞍钢地下供水管网精准测漏攻关
项目通过验收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2
月 28 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大船集
团为中远海运能源量身打造的全球
首艘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船

“远瑞洋”轮正式交付，标志着中远海
运集团在大型油轮的绿色、环保和节
能技术应用中走在世界前沿，中国船
舶集团在大型清洁能源动力船技术
领域取得新突破。

“远瑞洋”轮设计总长 333米、型
宽 60 米、型深 30.5 米，采用 LNG 为
主燃料，配备LNG双燃料主机、发电
机、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满足国际海
事组织最严格要求。

据了解，“远瑞洋”轮采用大船集
团研发的最新型线，在设计吃水、服务
航速15节条件下，在燃气模式时，续航

力可达1.2万海里，燃油与燃气总计续
航力为2.4万海里。同时，该船首次实
现国产耐蚀钢的实船工程化应用，减
少油漆用量约 2万升，降低了环境污
染。在建造过程中，对众多工程应用
难点实现了自主攻关，形成了我国完
整的船用耐蚀钢批量生产及工程应用
技术体系，提升了高端船用钢的国际
竞争力。依托本项目，大船集团突破
了LNG低温C型储罐自主设计、高精
度建造、罐体组立装配和试验技术，并
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大船集团携手中远海运能源推
进LNG作为主燃料在超大型原油船
上的应用，将为大型船舶的节能减排
以及航运业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落地起到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全球首艘
LNG双燃料超大型原油船交付

刚刚走进宽敞的养殖场厂房，眼
睛还没适应里面昏暗的光线，一阵叽
叽喳喳的叫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一排排整齐的笼舍内，一只只褐色的
小鹌鹑体形滚圆，不停地吃食鸣叫。
与笼舍并行的传送带上摆满了鹌鹑
蛋，等着分拣入库。

尽管春节已过，已经进入传统养
殖业的淡季，但是在辽阳市辽阳县黄
泥洼镇的辽阳县壮大畜牧养殖专业
合作社鹌鹑养殖基地，却是一派繁忙
景象。2月 25日，正忙着添加饲料的
合作社负责人陈乃壮兴奋地告诉记

者，节后各地订单依旧，每天产出的
鹌鹑蛋一点儿不愁卖。

今年 49岁的陈乃壮从事过多种
与养殖有关的工作，在养鸡、养猪等产
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2020年，他
瞄准投资小、占地少、成本低且抗病能
力强的鹌鹑养殖项目。他发现，鹌鹑
养殖户普遍小而散、技术落后，而鹌鹑
蛋的市场需求却不断增长。

经过多方考察学习，陈乃壮利用
自己多年来在养鸡业上的技术优势，
采用现代养鸡场模式，投资上百万元
创办了鹌鹑养殖场。不到一年时间，

就建成 3 个标准化养殖厂房、1 个高
标准育雏厂房，投料、喂水、除粪、升
温、收集新鲜鹌鹑蛋等工作实现了自
动化管理。到目前，鹌鹑存栏 15 万
羽，其中种雏 3 万多羽，每天产蛋
1500 公斤左右，陈乃壮成为远近闻
名的“鹌鹑养殖大王”。

令陈乃壮惊喜的是，尽管鹌鹑蛋
的价格几乎是鸡蛋的 2倍，但市场订
单仍供不应求。每隔一两天就会有
商家前来收购，鹌鹑蛋销售已经从辽
宁延伸到吉林、河北等地。

陈乃壮自己富了不忘带动乡亲

们共同致富。黄泥洼镇也大力扶持
发展禽类养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在陈乃壮的带动下，鹌鹑养殖合作社
在线上线下开展鹌鹑养殖技术培训，
输出优良养殖品种和饲养管理方法，
提高当地农户收益。小鹌鹑真正成
了当地致富的大产业。

“把产量提高，与大食品厂对接，
用订单形式保证收益，带动周边农户
收益稳定增长。”未来，陈乃壮决心带
领当地鹌鹑养殖业向科学化发展、规
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管理的现代化养
殖业生产模式大步迈进。

小鹌鹑成就致富大产业
本报记者 许 刚

“现在办事太方便了！直接到村
里的政务服务驿站，把资料准备齐，
代办员帮咱代办，咱老百姓省时又省
心……”2 月 28 日，在铁岭市昌图县
四合镇烟窝村的政务服务驿站，前来
咨询养老保险政策申办手续的村民
尚淑贤喜上眉梢。

同尚淑贤一样享受到村级政务
服务驿站便民红利的，还有后五家子
村村民董淑清。

去年6月，董淑清因摔伤导致骨
折，在昌图县中心医院做了手术，医
药费花了2万多元。出院回家后，新
农合医疗意外保险报销需要到四合

镇“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这可
愁坏了董淑清。得知村里成立了政
务服务驿站，董淑清就想去试一试，
得到了村里代办员张巍的热情服务，
不仅帮她梳理好意外保险报销需要
准备的材料，还帮忙到镇里代办。不
到一周时间，董淑清就拿到了 4000
多元的报销费用。

以前，村民到县里、镇里办事，不
知道找哪个部门，不知道需要哪些材
料，办一件事要跑好几趟。现在，四
合镇烟窝村和后五家子村的村民再
也不用为办事难的问题发愁了。去
年，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构建社会化

服务体系，四合镇紧紧围绕“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服务不缺位”理
念，积极探索基层政务服务深化延伸
新举措，全力打造“一站式办理”村级
政务服务驿站。

烟窝村和后五家子村村级政务
服务驿站于去年9月建成，是四合镇
开展村级政务服务的两个试点。服
务驿站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标识标
牌、统一制度规范、统一运行方式，由
村里选派 1 名业务熟练、有耐心、有
责任心的村干部为驿站负责人和代
办员，具体负责为民代办服务事项。

在代办服务中，代办员对村民提

出的代办申请、服务申请等实行分类
登记、分类承办，确保所办理的事项
件件有记录、事事有答复。零距离办
实事，位于村部的服务驿站成了村里
最热闹的地方，村民遇到解决不了的
大小事，都爱往这里跑。

“成立村级政务服务驿站，相当
于把我们服务群众的地点搬到了村
民家门口，现场听取群众意见、解决
群众问题，让群众事有地方办、困难
有人帮、问题有人管，切切实实增强
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合镇
党委书记秦明说，村级政务服务驿站
今年将在四合镇全面铺开。

驿站建到村 服务送上门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日前，沈阳市浑南区举办的“智
慧杯”机器人足球联赛在孩子们的欢
呼声中落幕，来自全区十余所小学的
42支代表队共240余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去年以来，浑南区率先

引入优必选等机器人课程，成立了多
所人工智能青少年培育基地，在部分
实验校开展编程教育，受到广大师生
及家长的欢迎。

本报记者 金晓玲 摄

机器人大赛“智慧力”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