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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流水生产线高速运转，
一只只新鲜肉鸡被快速脱羽、清
洗、分割；工人们将鸡腿、鸡翅等产
品分别包装；一箱箱肉鸡产品发往
全国各地……3月14日，北票市宏
发食品有限公司内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

“我们的肉鸡产品依靠大型
肉食加工集团、大型商超、批发市
场这三条主线销往全国各地。今
年一开年，公司就订单猛增，大家
都铆足干劲儿抓紧生产，全力冲
刺首季‘开门红’。”公司副总经理
赵娣说。

北票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是集种

鸡饲养、饲料生产、禽肉加工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肉鸡加工一条龙企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
家扶贫龙头企业。公司年产值 30
亿元，辐射订单养殖户 1000余户，
养殖户年增收3亿元，带动当地运
输物流、包装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

“今天，公司二厂屠宰肉鸡 30
万只，实现满负荷生产！”在公司信
息部，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数
字化生产管理大屏幕上，肉鸡加工
厂每天的屠宰量、用水量、用电量
等数据一目了然。

去年，北票宏发投资 4000 万
元实施数字化改造项目，目前项目

已投入使用。数字化改造后，不仅
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竞争力，还实现
了大幅度节能降耗，每只鸡的加工
用水量减幅超过50%，极大地减少
了污水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丰收。

今年以来，北票宏发在抓好生
产经营的同时，全力推进续建和新
建肉鸡加工项目。在喀喇沁左翼
蒙古族自治县公营子镇，北票宏发
1 亿只肉鸡全产业链加工项目建
设现场，新建的高标准厂房拔地而
起。项目达产后，年可加工肉鸡 1
亿只，带动喀左周边养殖从业人员
6000 余人，年可实现产值 35 亿

元。在北票农产品加工园区，北票
宏发年产 5 万吨熟食及冷链物流
项目场地平整工作已经完毕，将于
近日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4
亿元，年可加工熟食制品 5 万吨，
新增产值15亿元。

“今年，公司将全力推进喀左
1亿只肉鸡全产业链加工项目，做
强产业规模；全力推进5万吨熟食
和冷链物流项目，延长肉鸡产业链
条，靠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到 2025 年，公司计
划实现放养量3亿只，产值达百亿
元，安排就业近万人。”公司董事长
张明君说。

生产满负荷 项目“加速跑”
本报记者 张 旭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3 月
14日，锦州数字城零号基地里，工作
人员正在电脑前忙着设计方案，这里
充满现代气息的环境吸引着众多高
科技企业入驻。近年来，锦州市积极
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工业
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截至目前，锦
州市已建成 5G基站 2456个，为全市
工业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网络安
全保障。

毗邻锦州北站的数字城是锦州
市重点布局建设的数字化转型项目
之一，投资 2.56亿元，总规划用地面
积约3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占地约
365亩。如今，数字城零号基地已经
有中电金信等公司进入办公，计划今
年年底建设完成 6 万平方米的样板

间。锦州市将把数字城打造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以培
育壮大数字服务外包产业为基础，深
化拓展5G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
农业、数字医疗等新兴数字产业。

锦州市还培育了中信钛业智能
工厂项目、万友机械数字化车间改造
升级项目等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打
造了多领域典型应用场景，高质量谋
划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
转型项目。锦恒汽车的“数字化车间
先进过程控制项目”被评为“2021年
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项目实
现了企业设计、研发、生产、检验等全
流程监控和数据化采集，建立了完整
的产品制造追溯过程，提高生产效率
30%以上，产品研发周期缩短20%。

锦州建5G基站2456个
助推工业经济数字化转型

坚持稳字当头，中车齐车集团
沈阳公司向稳增长持续发力。近
日，该企业获得200辆 JSQ6型凹底
双层运输汽车专用车检修订单，这
是继去年获得首批订单后，再次获
得客户认可，且订单数量比2021年
的总量提升 18.3%，实现了稳中求
进。目前，随着检修业务需求量逐
年加大，中车齐车集团沈阳公司抢
抓市场机遇，紧盯主线，建设了检修
专用厂房，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实
现了JSQ6型专用车区域化、批量化
检修，开启了企业“奔跑”的加速
度。图为工人们加紧检修车辆。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稳中求进
订单猛增

每天傍晚，在辽阳市辽阳县唐马
寨镇大背村，上自70多岁的老年人下
至20多岁的年轻人，在忙完自家大棚
里的活计后，一有空闲便自发来到村
里的退休教师苏桂岩家，一起学唱歌、
练舞蹈、打大鼓。大家吹拉弹唱，怡然
自乐，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年龄最大的高凤琴今年 74 岁，
是文艺队的主角，每次训练、彩排，她
必到场。过去从来不唱歌的她，如今
能轻松地唱上四五首。“我们家扣大
棚种葡萄，每年收入十多万元，赶上
了好时代，就应该享受好生活。”高凤
琴感慨地说。

71岁的王淑玲是村里公认的女
强人。20 年前，老伴儿患脑出血瘫
痪在床，她一度精神消沉。苏桂岩教
她如何发声、如何练气，现在，王淑玲
已经成为文艺队唱经典老歌的台柱

子。振奋起精神的王淑玲扣了两栋
大棚，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管理大
棚，每年收入6万余元。

家里扣了6栋大棚的杨倩，是文
艺队的导演和指挥。她说：“农民的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现在更需要满足
精神生活需求。所以，苏老师组织文
艺队，村民一呼百应，全村 8 个村民
小组都有人来参加。大家不但一起
学唱歌，而且在生产上互帮互助。”

大背村现有 300余栋大棚，主要
种植葡萄，大棚户每家年人均收入超
过2万元，几乎家家买了小轿车。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峰告诉记
者：“自从村民组织起文艺队，村里打
麻将、凑在一起唠闲嗑、扯皮的现象
看不到了。实现乡村振兴不只是经
济振兴，也是文化的振兴、农民精神
风貌的振兴！”

大背村村民自发组起文艺队
本报记者 郑有胜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近日，在大连大窑湾
港，一票重 3.9吨的国际中转货物与
其他出口货物进行拼箱作业，随即装
船出境，踏上航程。这是大窑湾海关
开展的首票国际中转集拼货物，标志
着大连口岸实现国际海运中转集拼
业务的全流程畅通。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是指经国际
航线境外货物运抵中转港口后，经过
拆箱，再与所在港口其他出口货物按
照需求重新组合装箱复运出境的一
种港口物流业务，是衡量一个国际枢
纽港口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国际中转集拼模式优化了之前
业务的多道通关程序，大幅节省了时
间和成本，为企业出口提供了更多便

利与服务，有利于吸引国际采购、分
拨配送等高附加值物流增值业务集
聚。”大连集发港口物流有限公司经
理胡彬表示，在海关的大力支持下，
这次实单测试业务顺利完成，标志着
大连地区已初步具备开展国际中转
集拼业务的基础条件。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
大窑湾海关主动与大港集箱、珠海维
佳货代等相关单位协调沟通，推动国
际中转集拼业务在大连快速落地。
同时，通过梳理各环节问题清单、形
成多角度监管合力、制订应急预案，
帮助企业解决业务痛点和放行指令
等通关问题。

陈 迪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首票国际中转集拼货物
顺利启航

3月14日，在辽宁五龙黄金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5G智慧管控平台大
厅内，尾矿库在线监测、井下电机车
无人驾驶系统等把矿区情况实时显
示在大屏幕上，作为选矿厂配套建设
项目的智能电力后台管理系统正在
紧锣密鼓地推进建设中。

总投资 2.25 亿元的 3000 吨/日
选矿厂是丹东市级重点建设项目，也

是五龙矿业提产扩能综合项目中的
重点推进项目。该项目于去年 3 月
开工建设，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金
2.3吨，产值达8.5亿元。

近年来，五龙矿业全面加快智慧
矿山建设，以5G工业定制网络为载体，
以管理、业务为切入点，打造金矿“采、
选、冶”全产业链的智能工业模式。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提产扩能 老矿区焕发新活力

“李小子村官，快来看看，我家的
牛咋不爱吃食儿了呢！”前不久，昌图
县四面城镇支援村四组的李万峰急
匆匆地给李国庆打来电话。挂断手
机，李国庆赶紧开车来到李万峰家，
拿出随身携带的诊疗器给牛瞧病。

“没啥大毛病，打两针就好了。
大叔，这阵子早晚温差大，早晨要晚
点儿把牛牵出来，晚上早点儿牵回
去。”原来，李万峰家的牛是因为着凉
导致前胃弛缓，李国庆耐心告知他春
季养牛的注意事项。

李国庆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大
学毕业后曾在鞍山海城市一家养殖
企业当技术员。2020年4月，昌图县
启动“雁归计划”，李国庆通过考试，
回到家乡支援村任职。由于从小叫
惯了，当上“村官”后又随叫随到，上
了年纪的村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李小
子村官”。

李国庆刚当“村官”不久，村民高
树林家的牛因吃土豆秧子中了毒。

“当时一头牛病情严重，另外两头牛
稍轻些。幸亏我及时赶过去，才把病

情轻些的两头牛保住了。”李国庆回
忆说，“高树林家挺困难的，要是3头
牛都撂倒了，那损失就大了。”

村民于海洋之前仅养了几头母
牛，觉得靠卖小牛犊来钱慢。在李国
庆的指导鼓励下，他明白了怎么喂料
增肥快，才养起了育肥牛。如今，于海
洋家每年出栏的育肥牛达四五十头。

以前行医为赚钱，担任“村官”
后，李国庆觉得肩上的责任重了。谁
家的牛有毛病，只要喊一声他就到，
遇到家庭困难的，他只收点儿药费。

过去村民给牛看病要从外地请兽医，
现在村里就有保健医。为带动乡亲
们一起致富，李国庆毫无保留地向养
牛户传授养殖经验，尽可能地在配种
和饲料配比方面提供技术帮助。

逐渐的，村里养牛户的心里有底
了，许多外出打工的回来看到养牛效
益好、稳定，都开始在家养牛了。如
今，支援村的牛存栏量已经从开始时
的 130多头增加到 600多头，村民的
日子越过越“牛”气。而过去的李小
子，也已经当上了村主任助理。

“归雁”成“头雁”带富众乡亲
本报记者 狄文君

3月中旬，沉寂了一个冬天的
土地苏醒了。在丹东振兴经济开
发区 201 国道南侧，新农利合·东
北亚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施
工现场传来阵阵机器的轰鸣声，奏
响了春天的序曲。放眼望去，工地
上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
地施工。

“时间不等人啊！正月初十，
工地就开工了。我们尽量把工期
往前赶，争取早日完工。”辽宁东北
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红岩说。目前，粮油、肉禽区块的
4 栋楼主体已经封顶，5 栋楼桩基
础已完成，正在做地上建筑施工的

前期准备；会展中心、果蔬区块1.9
万平方米的地下室基槽施工基本
完成，即将打桩建设。

东北亚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项目由专业涉农企业新农利合集
团下属辽宁东北亚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预计达20
亿元。项目将建设集博览展示、农
产品交易、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电
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商务酒店、商
务办公、城市服务配套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

“充分利用独特的区位、交通与
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发区招商引资
这个项目，目的就是通过该项目搭

建起面向东北亚的涉农商贸流通平
台，服务‘三农’，让丹东及周边更多
的农特产品‘走出去’，加快丹东乃
至辽宁的农产品流通，促进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丹东振兴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宋善文道
出引进这一项目的初衷。

为促进项目早日开工、顺利完
工，振兴经济开发区实行项目专班
推进、台账管理、“红绿灯”工作机
制，以全程代办制、限时办结制打
造项目投资的绿色通道，大力推进
项目建设。

在东北亚国际农产品交易中
心项目一期工地西侧，记者看到，

占地 110 亩的二期项目用地征收
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项目计划
总投资5亿元，2021年已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1.4 亿元，预计 2023 年 6
月完工。眼下，东北亚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正在编制项目规划方案，
计划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

“这个项目的社会效益预期非
常可观，一期工程建成后，将引进
1000 多户经营户或流通企业，带
动5000余人进场直接从事农特产
品批发贸易及管理活动，6000 余
人从事场内各种直接或间接性服
务，高峰季将带动就业1万余人。”
宋善文说。

让丹东的农特产品更好加入“大流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生机萌发的季节里，凌晨 4 点
多，凌源市宋杖子镇宋杖子村村民马
成功就带着百合花出门了，为的是按
时赶到5点就开市营业的花卉市场。

由于品质好，马成功的花颇受欢
迎，每天，喜人的销售额让他切身感
受到“科技的力量”。

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凌
源花卉产业科技特派团制定的技术
标准，马成功种的百合优质化率达
95%，售价比市场价高出一截。“今年
以来，我多挣了五六万元。”马成功感
慨道，花卉销售向好，离不开专家的

长期指导。
马成功最开始也不算很成功。

当年由于不懂技术，养的花总是“坏
秧子”，他甚至一度考虑放弃。

那是当地花农一段心酸的创业
史：由于优良抗病、抗逆品种及配套
栽培技术不健全，加上农民为获取高
产量增加农药、化肥投入，造成蔬菜、
花卉病害日益严重，土壤出现盐渍
化，土传病害、根结线虫等疑难病虫
害普遍发生，蔬菜、花卉的生产条件
渐趋恶化。

转机是从科技特派团进村开始

的。为有效解决产业问题，省科技厅
于2007年组织下派了凌源花卉产业
科技特派团，针对凌源蔬菜、花卉产业
状况开展技术攻关、创新与示范推广。

作为示范户，马成功用专家提供
的土壤消毒剂和消毒技术对土壤进行
改良，解决了温室多年重茬导致的病
虫害问题，实现了百合种植提质增
效。看到他种的花长得好、能卖上价，
附近的“花把式”纷纷跑来取经，一传
十，十传百，新技术得到有效推广。

在凌源，“科特派”们正在帮助更
多的“马成功”。不久前，省农业科学

院花卉研究所所长田海亮等凌源市
花卉科技特派团成员一行再次到凌
源市开展工作对接、产业调研和技术
服务工作，现场指导百合切花栽培、
郁金香种球繁育、种球采后处理技
术。去年冬季以来，凌源百合、郁金
香等花卉价格持续保持高位，花农收
益可观，百合每亩每茬纯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郁金香每亩收入达 3 万
元，大大提高了花农的种植热情，大
家普遍对花卉产业充满信心。

在这个春天，升腾希望的田野
上，将有更多的“马成功”奔向成功。

马成功种百合为啥这么成功
本报记者 董翰博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3 月
14 日，记者从国家电投辽宁清河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经过半年多
的紧张施工，厂区内5.2兆瓦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
清河发电绿电产业园正式投产运行。

近年来，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围绕火电机组运行产生的大宗
固体废弃物和厂区内闲置资产进行
多方调研，精准发力。在成功引进辽
宁（铁岭）大数据中心项目后，公司利
用闲置场地建设5.2兆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并配套电储能设施，以光
储互补的方式为大数据中心供电。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后，辽宁（铁岭）大

数据中心成为国内首个全新能源供
电的综合能源示范项目。

2021 年，公司先后引进两家新
型建筑材料生产企业。这两家企业
以厂区内闲置厂房为生产车间，以粉
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发电副产品
为生产原材料，生产加气混凝土砌
块、抹灰石膏和轻体装配式隔墙板。
这两家企业全部投产后，基本可以

“吃掉”火电机组运行产生的大宗固
体废弃物，帮助公司实现大宗固体废
弃物零排放。光伏发电进车间，大宗
固体废弃物做原材料，绿电产业园投
产运行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双赢。

清河发电绿电产业园投产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