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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按下快进键 跑出加速度
——朝阳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年”为牵动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 旭

在朝阳县新县城，新建的光伏车
棚坚固宽敞，既能遮阳，又能发电，还
配有充电桩，充分利用闲置资源，低
碳节能更环保。压力步道通过人走
路产生的压力进行发电，电子显示屏
即时可以显示产生的电能，步道上的

“一小步”成为低碳生活的一大步。
除光伏车棚、压力步道外，综合

智慧能源管控中心、屋顶光伏、太阳
花、智慧路灯、微风风机、风光路灯、
发电地砖等组成了综合智慧能源的
诸多应用场景。

今年，朝阳县以争创省级文明城

市为契机，大力推广智能光伏应用，
加强配电网、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
等设施建设，构建县城绿色低碳能源
体系，推进城市向数字、智能、低碳发
展转变；深入实施“三级联创”，大幅
改善城市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现状，
着力引导群众养成文明行为，探索数
字化、智慧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全面
提高城乡建管水平，让城乡功能更完
备，生活环境更宜居。

实施城市提升工程。打造更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验场景，
增加新城“颜值”。持续推进大凌河

沿岸综合治理；启动县城客运站建
设，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重点
推进大学路、友谊大街改造工程；持
续推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
县、乡、村三级物流综合服务体系，培
育大型物流企业2家、物流配送中心
1个，农产品交易物流园一期投入运
营。新增电商企业5家、村级网店20
个，全力争创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
动”，新建县城大型商超1家、改造乡
镇农贸市场2个，促进传统商贸加快

转型。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整

合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乡村游、休闲
游，打造旅游精品路线。依托尚志红
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力发展
经典红色旅游。积极推动王营子砬
子山对外合资合作，全力打造北方最
大火山石林公园。以天门山景区为
核心，整合周边自然、人文、红色景
观，全力争创国家级草原自然公园。
扎实推进贾家店生态旅游区争创4A
级景区，全力打造一批农业观光采摘
与文旅融合示范项目。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4月
1 日，记者从朝阳县相关部门了解
到，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农产品品牌
51个，“朝阳大枣”“朝阳红小豆”分
别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朝
阳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柏
山”牌水蜜桃获得辽宁省名牌农产
品称号；“三燕釜米”水果玉米、“广
硕”有机猪肉、“俭禾”小米获得辽宁
百强农产品品牌称号。

近年来，朝阳县坚持农产品品
牌化发展策略，以“质量兴农、品牌
强农”为现代农业发展重点，充分激
发发展活力，全力打造农产品优质
品牌，以品牌产品提升农业产业化
质量，助推乡村振兴，助力高质量发
展。2021年，朝阳县加强品牌创建
管理工作，通过进一步争创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和中国驰名商标、著名
商标等，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美誉度

和市场占有率的农产品品牌和农产
品加工品。农产品从单一销售“超
短链”向品牌化、产业化“优品链”过
渡。朝阳县进一步夯实农产品品牌
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进一步加大
对主要农产品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
和开发，促使农产品检测更加高效
便捷为着眼点，破解传统检测方法
瓶颈，推动检测手段更好、更充分地
为农产品安全生产服务。

朝阳县还充分利用高校、科研
院所和龙头企业的检测资源和技术
资源，积极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努力
搭建农产品行业省级、国家级科研
及检测平台，扩大技术合作面，加快
实现资源的信息化、网络化，提升基
层的检测和技术能力及效率。并充
分结合朝阳县地域特点，重点发展
农业优势区域经济，推动农产品优
势区域性品牌的打造，扩大优质农
产品覆盖面。

“师傅，您好，您的盒饭到了，请
打开车窗。”连日来，在朝阳县疫情
防控检查站，过境司机师傅在等待
核酸检测结果期间，朝阳县交警及
爱心企业及时为司机师傅送来盒饭
和水，让留观区变成了暖心的临时
服务驿站。

受疫情防控影响，一些进入朝
阳的货运车辆驾驶员由于没有及时
了解相关的通告、政策信息，导致暂
时滞留在朝阳县疫情防控检查站。
朝阳县新县城滨河路是朝阳县留观
大货车及司乘人员的主要区域，每
天都有不少进入朝阳的货车在这里
停靠。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所有的
货车司机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均
不能离开留观区，部分货车司机由
于准备不足不能及时吃饭。

得知情况后，负责留观区域管
理服务工作的交警大队及时向朝阳

县公安局作了汇报，为解决货车司
机的这一难题，朝阳县公安局专门
划拨资金为暂时留观的驾驶员准
备了免费的食品和水。同时，一些
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也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

“在创业初期，我们也从事过交
通物流行业，深知广大司机朋友的
不易，在得知过境司机缺少食物和
饮用水的情况后，我们决定提供爱
心服务，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疫情
当前，愿大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为货车司机师傅提供免费盒饭的千
砾实业副总经理张磊说。

一份暖心饭、一句关怀的话语，
这些在平日里也许微不足道，但在
这一刻却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的
爱心接力，传递的都是人间温情。
每一声“谢谢”，都承载着司机师傅
内心的感动与感激。

近年来，朝阳县古山子镇将绿色
能源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全力支持光
伏产业健康发展，在铧子炉、赵家洼子、
娘娘庙、红石、炮手等5个村实施光伏
电站建设项目，目前全镇光伏项目投

入 资 金 总 额 2250 万 元 ，规 模 达
5000kW，年均总收益300万元，带动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628户1124人
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张 旭 文

刘健鹰 摄

日前，朝阳县委召
开2022年经济工作会
议暨高质量项目建设年
动员大会。今年，朝阳

县立足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先
行区、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区、新城
管理建设试验区”，全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年计划推进
重点项目170个，总投资375.1
亿元。

朝阳县紧紧围绕“三区”建
设，以清洁能源、有色金属新材
料、机械装备制造、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为重心，聚焦科技、绿色、
数字、智慧，着力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加快形成高质量项目不
断涌入、竞相发力的生动局面，努
力打造绿色低碳、链条完善、富有
时代感的高质量项目群。

连日来，国家电网辽宁电力（朝
阳）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朝阳
县，开展“十走进、十服务、十当好”主
题实践活动，全力当好经济发展的

“电保姆”。图为国家电网辽宁电力
（朝阳）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在朝阳

县南双庙镇倍德果蔬观光采摘园，为
种植户讲解大棚用电安全知识、节约
用电常识，并帮他们排查大棚用电安
全隐患，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 旭 文

郭 娜 摄

图说 TUSHUO

朝阳县时讯SHIXUN

讲解大棚用电安全知识

天亿机械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加紧生产。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张旭摄

培育优质农产品品牌51个

“爱心盒饭”暖了货车司机的心
本报记者 张 旭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3 月
初以来，朝阳县创城办组织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月”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来自全县 28 个乡镇（场街）和
县直 40 多家单位近万名志愿者活
跃在城市街头、街道社区、乡村集
市开展政策宣传、环境整治、卫生
保健、疾病预防、法律咨询、科技服
务、未成年人宣传教育等志愿服务
活动。

朝阳县交通运输局志愿服务队

以“践行雷锋精神、弘扬文明新风”
为主题，来到鑫合怡园小区，为周边
群众及过往司机讲解交通常识，并
在小区内开展清除小广告和白色
垃圾志愿活动。

朝阳县坚持把志愿者作为主
体力量，把志愿服务作为主要活动
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为群众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确保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显著提高。

开展“学雷锋月”志愿服务活动

村里建起光伏电站

航天阳光光电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聚精会神地操作，确保生产精品。 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在紧张生产中。

日前，投资102亿元的朝阳县风
光氢储一体化项目成功签约。该项
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23亿千瓦时清
洁电力，新增就业310人，年纳税1.5
亿元。这是增干劲、鼓舞人心的好消
息，更为朝阳县推动“高质量项目建
设年”建设增加了重要砝码。

今年，朝阳县以“高质量项目建
设年”为牵动，以赶早的心态、争先的
姿态、赶超的状态，不断增强等不起、
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牢牢抓住
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全力掀起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新热潮。全年计
划推进重点项目170个，总投资375.1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65个，一季

度开工项目17个，总投资24.94亿元，
上半年计划达产项目 18 个，总投资
40.51亿元。

招商引资是高质量项目建设的
前提和基础。日前，朝阳县下发了

《开展高质量招商引资实施意见》，确
保全年组织开展各类招商活动不少
于300次，签约落地项目100个以上，
域外引资35亿元以上。全县形成了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
目”的浓厚氛围。

今年，全县锚定有色金属新材料
“一县一业”，紧盯机械装备制造、农
产品深加工等主导产业，突出清洁能
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挖掘自然

风光、历史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围
绕“八大方向”，全力引进一批龙头企
业和产业链项目。抢抓机遇，在项目
谋划、储备、包装、申报上下功夫，全
年计划向上争取资金 50 亿元以上。
各部门和单位对正在包装的项目严
把能耗、环境、安全“三关”，严控“两
高”“六小”项目上马，加快高质量项
目培育生成，为高质量发展攒足后
劲，构建滚动实施、压茬推进的高质
量项目建设新格局。

高质量项目建设需要谋划，更需
要做好服务。朝阳县实行党政主要
领导为“施工队长”，项目管家、职能
部门各负其责，发挥联动机制，形成

全周期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合力，为高
质量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每周五，朝阳县召开高质量项目
专班推进会，对标开工标准和时间节
点，压实牵头单位、项目管家责任，全
力做好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确保一切
要素保障跑在开工前，实现项目“拿地
即开工”。对已开工项目盯人盯事，叫
板叫号，设置解决时限，全力扫除一切
障碍，确保项目顺利投产达产。

第一季度，朝阳县新开工项目共
需要完成前期手续340项，已经完成
311项。上半年达产项目共需要完成
前期手续320项，已完成301项，土地、
环评等重点要素制约已全部破解。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眼下，位于柳城经济开发区的
朝阳华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家
居产业园运转良好，前景喜人。该
项目作为家居行业的头部企业，形
成了“人造板、刨花板、饰面板、定制
家具”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引进上
游企业7家，并与万科、宜家、中意等
知名家居企业合作，实现订单化家
居定制，将建设东北最大的智能家
居产业园。

今年，朝阳县将围绕重点产业
集群、13条主产业链和52家规模以
上企业，全力做好“三篇大文章”，打
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先行区”。

推动“老字号”由硬变软，以天
亿机械、华林智能科技等企业为龙
头，推进亿联盛新材料等企业更新
改造、数字化升级，向数字、绿色、高
端发展，壮大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年内新增企业8家。推动“原字
号”由短拉长，重点推进英达矿业等
16 家矿山、建材企业深度挖潜。加
快推进相关企业延链补链强链，全
面增强有色金属新材料“一县一业”
主导品牌优势，年内新增企业 10
家。推动“新字号”做大做强，重点
推进晶澳 300 兆瓦光伏上半年并网
发电、光伏组件基地尽快开工，中国

电力综合智慧能源上半年并网发
电、650兆瓦光伏和250兆瓦风电开
工。推动中能建空气压缩储能项目
落地开工，启动实施京能光伏、抽水
蓄能等项目，不断壮大新能源产业
集群，总装机容量突破2000兆瓦，全
力创建中国北方清洁能源示范县。

加快数字朝阳县建设。抢抓国
家支持新基建发展的重大机遇，重
点针对数字智慧城市、数字园区、数
字企业、数字乡村等方面做好项目包
装、储备，全力争取国家、省级政策和
资金支持。积极与紫光云对接，加快
推进数字平台建设。新建5G基站90
个以上。积极推动、引导新建工业项
目同步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经济头
部企业2家以上。依托中电综合智慧
能源项目“天枢一号”大数据平台，打
造“城市数据大脑”，整合政务及相关
行业领域信息资源，加快数字政府、
智慧城市等建设；充分发挥波罗赤镇
数字乡村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数
字智慧乡村建设。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实施培育
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行动计
划；强化研发平台建设，加强与北
京、沈阳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争
取更多的中试基地落户朝阳县。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先行区
近日，玖壹农业有限公司基地

大棚内的羊肚菌陆续成熟，批量采
摘上市。该公司销售负责人说，羊
肚菌采用零售和订单式销售方式，
公司依托“公司+基地+科研院所+农
户”模式，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实现
从源头育种、基地种植、后期加工到
销售全产业链发展，主要供应朝阳
本地市场和上海、广州两地。今年，
朝阳县将推广羊肚菌种植面积1000
亩，打造北方羊肚菌产业第一县。

乡村振兴是做好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今年，朝阳县将全
面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加快农业产
业化进程，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
全力建设“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区”。
大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毫不动摇地抓好粮
食生产，产量稳定在10亿斤左右。新
增高标准农田7万亩，土地深松10万
亩。新增设施农业4000亩，杂粮种植
保持在15万亩以上。生猪饲养量达
到172万头、肉鸡1785万只、肉牛22
万头、湖羊5万只。建成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30个。巩固提升优质林果业
基地5000亩。农村土地流转达到15
万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80
家。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扩大“朝阳

酒高粱”“朝阳羊肚菌”等特色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努力建设京津冀
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加快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全
面启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主干路网
全部打通，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使
用，天然气站、变电站主体完工。加
快推动新发地百万头生猪屠宰、绿谷
小米深加工项目建成投产，确保东方
希望屠宰厂和饲料厂等项目主体建
成。年内入园企业达到 18 家以上。
全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强化农
业领域招商，年内引进农产品深加工
项目20个以上。全年实施农业项目
60个，完成投资20亿元。扶持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年内新增省级产业化龙
头企业2家、市级5家。

全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新改
建农村道路120公里，“一事一议”道
路150公里。实施危房改造450户。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实施安全
饮水工程17处。完成户厕改造2000
处。常态化做好农村垃圾清收转运，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省级美
丽宜居村10个。继续推进产业扶贫，
建立完善产业发展与农户利益联结
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全年实施
扶贫产业项目60个以上。

打造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区

打造新城管理建设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