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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2
月 28 日，北方网络安全产业园暨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智造网络安全分中
心项目开工建设，成为前一日沈阳浑
南科技城规划发布暨全球招商大会
举办后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

北方网络安全产业园项目由北
方实验室（沈阳）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总规划用地面积3.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引入公安部第三
研究所合作共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与安全保卫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智造网络安全分中心，该中心为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所属的首个技术
型区域分中心，也是该产业园区引入
的第一个国家级项目。

截至目前，沈阳浑南科技城已重

点推进技术创新平台项目7个，计划
总投资约 35 亿元；重点产业类项目
117个，计划总投资约1750亿元。科
技城启动路网、排水、电力、管网、水
系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0 余
项，总投资约50亿元；谋划科技城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80 余个，总投资约
80亿元，3月下旬将全面开工建设。

在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招
商引资工作也全面展开。沈阳浑南
科技城围绕打造“四个一批”和发展
五大主导产业两个主攻方向，组建了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两支招商队伍，
实施精准招商、靶向招商和产业链招
商。目前，各招商队伍已奔赴上海、
杭州、深圳等地进行招商推介，还将
向上海各大高校院所和科技企业发
出引智共建的诚挚邀请。

沈阳浑南科技城
首个重点产业项目开工

位于阜新市的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利用 5G 技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2020 年，公司投资 3500 万元，计划利用 4 年时
间，把矿山建设成为以安全生产和降本增效为
原则的智慧型矿山。

未来，排山楼金矿将实现井下远程开采、运
输、选矿等作业少人或无人化生产，实现井上和
井下的语音通信、人员及设备跟踪定位、井下关
键设备的远程监控，从而提升工人作业的安全
性，改善现场作业环境，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

流的智能矿山。
图①为磨浸车间生产忙。
图②为工人在井下安装破碎机。
图③为矿山中控室可实现远程监控。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转型升级 打造智慧型矿山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统
筹推动绕城公路建设，加快推进锦州
港航道疏浚……今年，锦州市交通运
输系统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狠抓项
目建设，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今年，锦州市计划实施重点交通
项目12个，其中，续建项目4个，新建
项目 4个，推进前期项目 4个。续建
项目中，将加快推进百股河滨河路、
二道河滨河路工程建设，确保年底前
竣工通车。协助解决锦州港30万吨
航道改扩建工程项目资金、抛泥指标
申请问题，加快推进航道疏浚，加紧
提升锦州港码头、航道能级。高天铁
路扩能改造工程实施道岔和钢轨改
造、老旧机车“油改电”改造。

在新建项目上，锦州市将按照
“正式启动、两年贯通、三年完成”的
目标，统筹推动绕城公路建设，今年
开工建设西环、北环和南环，启动东
环前期工作。同时，加快推进锦港大
街公铁立交桥工程项目前期工作，争
取开工建设；以大养线、阜锦线为重
点，对9条国省干线公路进行维修改
造209.7公里；协调推进京哈高速（锦
州段）扩容改造征地动迁工作，确保
顺利开工建设。

在实施续建项目、新建项目的同
时，今年，锦州市将启动国道“通武
线”低标准路段改造、高铁锦州北站
配套公路工程（士英北街）、锦州港
30 万吨油品码头、20 万吨级矿石码
头工程的前期工作。

今年锦州重点推进12个项目
完善交通运输网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挥金融支
农惠农的服务保障作用，2月 28日，
大连市举办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
对接会，促进金融机构和农业市场主
体精准对接。

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吸引了 26 万农户和涉农企业在线
上观看直播。大连农商银行、农业
银行大连市分行、邮储银行大连分
行和太平财险大连分公司分别与 4
家公司合作签约，金额达 15.5 亿
元。会议印发了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的相关扶持政策汇编和 136 家信用
村、示范村名单，向金融机构推介了
103 家涉农企业的 27.7 亿元融资需

求，向涉农企业推介了 34 家金融机
构支持“三农”发展的 130 款创新产
品及服务模式。

近年来，大连市持续加大金融支
持乡村振兴工作力度，提升县域和农
村金融服务水平。2021 年末，全市
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
1270 亿元，全市保险机构农业保险
保费赔款支出 2.75亿元。此外，“保
险+期货”由主粮作物扩展至生猪、
苹果等5个品种，保险金额达3.26亿
元。全市累计创建信用村415个，建
档评级农户 7.8万户，农户贷款余额
达37亿元，同比增长19%。

邵海峰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政银对接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朝阳容鑫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复合材料容器产品研发、
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的“四位一体”
的民营企业，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石
油、化工、食品加工业等行业。

今年，企业订单已经排满，预计

年产罐10万只、膜壳3万只。企业产
品占有国内 40%的市场，还出口美
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60个
国家。

王海波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环保设备全年生产订单已排满

机器臂不停歇地进行焊接，新增
加的自动喷涂流水线流畅运转；一台
台崭新的 9YH-1.25A6 型秸秆圆草
捆打捆机被吊装上车，准备发往山
东、河南等地……2月28日，随着春耕
临近，总部位于辽阳市文圣区的辽宁
海阔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也
迎来生产和销售旺季，企业自主研发
和制造的秸秆圆捆捡拾打包机、秸秆
深松掩埋还田机系列产品订单源源不
断，在安徽的生产线也投入使用。

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海阔拥有

国内独有自主研发和制造秸秆圆捆
捡拾打包机和秸秆深耕还田机系列
产品。新产品于 2019 年推出后，立
即受到市场关注，秸秆五料化机械十
分畅销，当年实现产值2亿元。

自2月中旬开复工以来，辽宁海
阔公司的生产车间立即进入繁忙的生
产状态：扩建后的机器人自动焊接车
间里，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操作；新
增的自动喷涂流水线井然有序。“我们
去年实施的改扩建工程已基本竣工，
企业的生产能力足足提高了3倍。”公

司副总经理裴伟壮说，现在企业每月
可生产打包机、深耕机200台。

产品不达标坚决不上市。2019
年，9YH-1.25A6型秸秆圆草捆打捆
机正式上市，3 年来，辽宁海阔机械
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销售
始终保持着300%的增长速度，9YH-
1.25A6 型秸秆圆草捆打捆机也在
2021年升级到第六代。

创新不断，奋斗不止。目前，辽宁
海阔公司拥有3个发明专利、18个实
用新型专利，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

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并规划成立研发
院，力争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除了秸秆圆草捆打
捆机、秸秆深松掩埋还田机等产品，辽
宁海阔公司还在研发新型秸秆揉丝
机，把牲畜不能直接采食的秸秆加工
成丝状适口性好的饲草，推动“秸秆变
肉”，进一步提高秸秆利用率。

目前，公司位于安徽宿州泗县的
工厂已经投产，产能将得到进一步释
放，预计今年产量可达2000台，产值
力争实现保3亿元、争4亿元的目标。

农机销售走俏 订单源源不断
本报记者 严佩鑫

2月28日，瓦轴集团高端汽车轴
承辽阳分公司生产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的生产景象，一套套锃光瓦亮的轴
承从自动生产线依次出产。“咱们正
在加工的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现在订
单这么多，对尺寸精度要求特别高，
大家要控制好粗糙度和圆度。”L13
产线带班长杨俊峰一边仔细加工产
品，一边嘱咐班组员工。

作为瓦轴集团高端汽车轴承制
造基地之一，辽阳分公司建立了完整
的高端汽车轴承加工体系，拥有 13
条国内高水平全自动磨装一体化生

产线，新增 C-MES 系统，实现了自
动化向智能化制造迈进。特别是新
增的全国首条全智能化高精度球轴
承生产线，可加工高端新能源汽车轴
承，正在形成新的市场增量。

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
的关键阶段，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市
场主力。“我们今年的出口汽车轴承
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持平，保持了稳
定发展的态势；国内订单持续走高，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订单快速
增长，仅2月份就生产了14种规格的
产品。”辽阳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韩富

群说，国内多家新能源汽车项目配套
的新产品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工中，为
企业发展注入了一股活水。

在高端汽车轴承公司瓦房店生
产基地，也有多规格新能源汽车轴承
订单正在加工中。企业1月份为国内
某新能源汽车变速箱制造企业提供
了9种样品，2月份又试制了6种新能
源汽车轴承样品。高端汽车轴承公
司总经理助理张子红说：“下一步，我
们要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全力以赴
为新客户提供样品，扩大瓦轴在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市场份额，让新能源汽

车都能用上咱瓦轴生产的轴承。”
据瓦轴集团汽车轴承事业部总

经理助理温少英介绍，企业为欧洲国
际知名汽车制造企业纯电汽车和插
电混动汽车配套的减速器系列轴承，
通过采用特殊材料及特殊的热处理
工艺，实现了轴承寿命提高，满足了
新能源汽车的配套需求，已形成批量
供货，并打开了国内市场。去年，瓦
轴集团为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企业
研制了 300 多种规格的新能源汽车
轴承，目前有 50 多种规格开始批量
供货。

“让新能源汽车用上咱的轴承”
鞠家田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快帮我们看看这茬生菜长势咋
样？还有啥需要注意的？”“今年国家
有啥政策导向？您给出出主意，咱往
哪个方向转一转？”2月28日，在铁岭
市铁岭县腰堡镇荣家屯村，前来指导
农户开展春耕工作的镇农服站站长
鞠俭峰被村民团团围住。

面对大家关心的问题，鞠俭峰一
一回答。“这两天我们已经通过微信
群向广大农户推送了中央一号文件
中的政策导向以及购买农资的注意
事项、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等农业相
关技术，让农民们干活有方向、收成

有保证。”
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回暖，铁岭

市开始进入春耕备耕的大忙时节。
铁岭县各级农业部门早谋划、早部
署，一边组织力量做好春耕生产所需
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
料的调供储备工作，一边派出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开展培
训、整地、育秧等工作，让科技为全县
春耕备耕按下“快进键”。

在铁岭县蔡牛镇张庄玉米新品
种推广合作社，春耕所需的种子、化
肥等物资已经基本到位。合作社理

事长赵玉国正带领社员对农机进行
检修，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盼望着今
年能有个好收成。

“春耕备耕是大春生产的基础性
工作，抓好春耕备耕对实现全县大春生
产良好开局具有重要作用。”铁岭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张士平说，从农作物种植
意向来看，今年全县农作物种植面积计
划为120万亩，杂粮为1.23万亩，蔬菜
及其他经济作物为5.6万亩。

为抓好抓实今年春耕生产工作，
铁岭县制定了详细的农业生产计划，
在稳定粮食面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大目标下，提高大豆和设施农业的
种植面积。今年计划新增设施农业
面积1600亩，达到9600亩；新增大豆
种植面积5000亩，达到2.69万亩。

同时，铁岭县通过调查掌握全县
春耕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等物资量，
进一步加快春耕物资的下摆进度。号
召各乡镇加大农机具检修力度，通过
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保证春耕生
产。铁岭县农业部门还将抽调玉米、
蔬菜、中药材等方面的技术骨干，成立
专项技术服务组，为做好春耕备耕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技为春耕备耕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王晓波

垄沟内积存着残雪，几个巨大的
“黑土堆”旁，铲车正忙着将“黑土”装
运到 4 台大型拖拉机翻斗车的车厢
里。接着，翻斗车行驶在农田里，将

“黑土”均匀地抛撒在田间。
这是记者在辽阳市辽阳县穆家镇

曹家村东北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见到的
场景。辽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中
心副主任白国瑞告诉记者，他们在进
行黑土地保护施肥作业，撒在田间的

“黑土”，是土地急需的有机堆沤肥。
黑土是极其珍贵的土壤资源。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利用，黑土有机质
含量下降，黑土地开始变瘦、变薄、变
硬、变黄，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能
力。给变“瘦”的黑土地“增肥”，成为
保护黑土地至关重要的一环。

根据我省保护黑土地工作的相
关部署，辽阳县今年实施 10 万亩黑
土地保护工作，其中曹家村的旱田是
最典型的保护区域。

负责施肥工作的辽宁恒润农业
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徐硕告诉记者，
这些看起来像煤粉一样的黑色有机
堆沤肥，是由猪、鸡等畜禽粪便和玉
米秸秆混合在一起，添加适量腐熟
剂，经过近百摄氏度高温发酵及消毒
30天以上制成的，可以有效提高黑土
地的有机质含量，调节土壤酸碱度。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据辽
阳市农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增肥”的黑土地有机质含量将提高
到中上等水平，农作物产量将提高
10%，品质也得到提升。

白国瑞说，施肥工作完成后，将进
行机械深翻，用大马力拖拉机配套液
压翻转犁将土壤表层的玉米秸秆翻进
土层中，让黑土地再“美食”一番。

育肥的黑土地将带来更好的收
成。尽管天气很冷，在场的农业专家
却热烈地谈论着，憧憬着今秋的丰收
场景……

育肥黑土地 收成看今秋
本报记者 许 刚

①①

③③②②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达737万亩以上、建设
高标准农田80万亩、实施保护性耕作
188万亩……近日，记者从铁岭市委
农村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铁岭市
精准量化抓好粮食生产的各项工作，
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确保
粮食生产能力稳中有升细化为一个
个具体项目，精准发力，扎实推进。

为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
铁岭市提出今年新增播种面积2.4万
亩、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737万
亩以上的工作目标。目前，通过强化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压实粮食生
产责任，各项新增播种面积指标已分
解到各县（市）区、乡镇，正落实到具
体种植地块。为调动和保护好农民
的种粮积极性，各涉农部门围绕政策
保本、经营增效做文章，确保农民种
粮不吃亏。

在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上，铁岭市
推出4项举措。积极争取扶持政策，
及时调整大豆生产者补贴，提高补贴
金额；将玉米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
向发展大豆间作种植倾斜，重点建设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大

豆绿色生产示范区；加强与省、市农
业科研院所、技术推广部门的交流合
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鼓励具备种
子研发能力的大豆制种企业增加科
技储备和科研投入。

为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中有升，
铁岭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确定了8 个方面的工作目
标。落实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完成
省政府下达的 955 万亩耕地保护任
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年建设
高标准农田 80 万亩以上，实施高效
节水灌溉3.8万亩；高质量完成70万

亩年度任务；保质保量完成188万亩
年度任务；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市农
科院全年审定农作物新品种10个以
上；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2 个以
上，培育高素质农民 900 人以上；提
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以上；确保本
地区不发生大规模农业重大灾害。

抓好黑土地保护，稳步提高粮食
单产水平。铁岭市扎实推进耕地保
护的各项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确保播种任务落实到具体地
块，确保每一块耕地都有守护者。

播种面积落实到位 确保农民种粮不吃亏

铁岭精准量化抓好粮食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