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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生产和防疫两条线发力，铁
路、公路同步装运，企业迎来4月份
物流发运的又一个小高峰。

“火车18节发往福建，汽运5车
发往湖北，汽运4车发往黑龙江，接
卸4车汽运卷板。各岗位要充分做
好疫情防控和收发准备工作，货运
汽车到厂后要第一时间装卸，避免
司机停留时间过长。”这是几天前公
司储运中心下发的指令。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东
北地区唯一的专业化钢管制造基

地，是辽阳市装备制造业的老字
号企业。这家有着 56 年历史的国
有企业，先后参与了西气东输管
线、中俄原油管道等国内重大管
线工程。

开春以来，在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不利条件下，该公司想方
设法，第一时间满足业主的用管需
求。4月 11日，公司开始发运漳州
LNG 项目的最后 12 节火车钢管。
根据剩余钢管数量和长度，公司提
前与铁路部门沟通协调，全部采取
火车发运方式，在保证长途运输安
全和钢管质量的前提下，细化每层

摆放钢管的长度，尽最大可能采用
60吨载重车皮，节约运输费用。最
终，他们申请了 9节 70吨和 3节 60
吨载重车皮，圆满完成了这一重大
工程保供任务。

据统计，到4月21日，辽阳石油
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本月已发运火车
车皮 152节 1104根石油钢管，汽车
发运 52车 189根石油钢管，接卸卷
板 18车 534.53吨，及时满足了业主
需求，有效缓解了库存压力，保证了
生产所需原料。特别是出色完成了
国家管网漳州 LNG 项目的发运保
供工作，保障了国家大型管网建设

的工程进度。
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在防疫工作上更是一丝不苟，有效
阻断疫情在运输链上的传播风
险。公司安排专人一方面积极与
铁路部门沟通，制定完善的发运方
案，合理配比车皮吨位，确保应发
尽发；另一方面按照辽阳市政府防
疫部门的统一要求，提前 3 日申报
来厂车辆、人员等信息，严格落实
整车全面消杀、查验落地核酸检测
结果、粘贴封条等政策指令，并指
派专车接送、专人装卸，全程实行
闭环管理。

奋战两条线 全力保供应
本报记者 许 刚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随
着气温稳步回升，植树活动在大连各
地有序开展起来。4月25日，记者从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获悉，大连今年计
划实施造林2万亩，开展农村“四旁”
植树200万株。

去年，大连市完成人工造林 2
万亩、农村“四旁”植树 202 万株。
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15 个，参与植树
280 万人次，植树 850 万株。今年，
大连市将以省美丽宜居村建设为重
点，按照《大连市林业生态建设“十
四五”规划》要求，持续开展造林绿
化工作。为扎实完成这项工作，大
连市将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尊

重民意的原则，以义务植树基地建
设为载体，千方百计为市民参与造
林绿化提供场所，同步推进林业发
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规划，到 2025 年，大连市
天然林和自然保护地将得到有效
保护，森林蓄积量达 1700 万立方
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
功能完善的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
体系。到 2035 年，全市森林资源和
森林蓄积量稳定增长，生态安全屏
障功能稳步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全面增强，为推动新时代大连

“两先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
态根基。

大连今年计划植树造林2万亩

本报讯 在鞍钢集团本钢集团
有限公司板材特殊钢厂区，200余吨
优质钢材堆成小山，在阳光下闪着耀
眼的光芒。这些本钢造高端齿轮钢
将走出国门，打入欧洲市场。

近年来，本钢集团主打高端精品，
将产能集中在盈利品种，大力开发欧
洲市场。仅2021年，就先后生产新钢
种8900吨，出口创汇815万美元。

今年，为全力开拓国际市场，本
钢国贸公司调产线、调内外贸、调区
域、调品种、调结构和调直供用户，不
断开发新客户和新品种，通过持续对

欧洲市场进行深耕细挖，获得了终端
客户对齿轮钢18CrNiMo7-6有稳定
需求的信息。经过多轮沟通，今年 2
月，本钢集团成功签订一笔690吨出
口意大利18CrNiMo7-6牌号齿轮钢
合同。这是本钢高端齿轮钢首次拿
到国际大订单，意味着本钢“销研产”
联动实现了新突破。

据介绍，18CrNiMo7-6齿轮钢是
目前本钢出口特钢产品中等级最高的
拳头产品，具有高纯净度和良好的耐
磨性、韧性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汽
车、风电、大型机械设备齿轮组，是欧

洲客户主要使用的钢种之一。由于欧
洲市场对该钢种的淬透性要求高于国
内同类产品，生产难度大，目前国内仅
有少数钢企具备供货能力。

为保证产品按期保质保量交付，
本钢国贸公司与板材制造部、板材研
发院及板材特殊钢事业部等部门和单
位联动，周密制订科学的热处理工艺，
通过缩短在炉时间、控制加热温度等
措施，严控产品质量，确保优质钢材顺
利下线。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板材特殊
钢事业部的干部职工坚守一线，针对
客户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全面评审，

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
随着本钢优特钢产线的升级，国

贸公司将持续择机销售，将有限的资
源投放到高价区域市场。不仅如此，
本钢还将不断细化市场，细分客户，
提高直供用户比例，提升本钢特钢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知名度。
尤其是针对改造后特钢新产线的生
产能力，将继续在国际市场开发轴承
钢、齿轮钢、汽车钢等高级别品种钢，
力争在印度的管坯钢以及南美的磨
球钢市场实现突破。

海 凌 本报记者 丛焕宇

本钢造高端齿轮钢首次打入国际市场

4月24日，记者在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
刘金权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里看
到，水稻种子已经出苗，满眼嫩绿。村民刘福利
正在给大棚通风，她说，合作社这30亩大棚的
稻苗足够供给3500亩水田插秧使用。

据刘二堡镇党委副书记李佳谕介绍，该镇

有水田4.1万亩，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镇
上下正在与时间赛跑，全力推进春耕工作。4
月3日，镇里的水稻种植大户和各合作社普遍
开始育苗。目前，在有些水田地块，村民已经开
始耙地。按目前的苗情和气温走势看，五一左
右就可以插秧了。

图①为育苗大棚里，水稻出苗了。
图②为趁着天气好，村民在水田里忙碌起

来，全力推进春耕生产。
图③为水稻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忙着检

修农机，为插秧作准备。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水稻出苗 长势喜人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4
月 23 日，辽阳市白塔区举行项目集
中签约暨前行 58 科创园开园仪式，
14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额达13.8
亿元。

今年是辽阳市的“项目落地年”
“工业突破年”“城市管理年”“营商环
境提升年”“民营经济规范年”。辽阳
市发力“两城三区四基地”建设，白塔
区作为辽阳市的中心城区，主动融
入、率先破题，在全市战略布局中振
兴突围、争先晋位。

年初以来，白塔区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为核心，以打造城市经济和新经
济为引擎，以建设宜居宜业新辽阳为
己任，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
雄”理念，突出项目牵动，千方百计稳
增长、促投资、调结构、保稳定。一季
度，白塔区11个项目如期开（复）工，7
个项目成功签约，3个项目实现落地。

此次集中签约的有 14 个项目，
包括总部经济类 5项、高新技术类 5
项、盘活闲置类 4项。同时，前行 58
科创园首次开园即有 16 家企业入
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注入新的活力。

辽阳市白塔区14个项目集中签约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4 月
23 日，辽宁龙宇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性能有机颜料项目一期在锦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滨海化工产业园投产运
营。项目总投资超过 18 亿元，全部
建成后，高性能有机颜料项目年生产
规模将达10万吨，年产值50亿元，成
为全球最大的有机颜料生产基地。

该项目的投产，是辽宁与江苏
深化对口合作的新成果，是锦州形
成吸引域外投资磁石效应的集中
体现。

作为行业龙头，辽宁龙宇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产业集聚功能已然显现，
相继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落
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性能有机颜料项目在锦州投产

今年以来，瓦轴集团风电、钢铁、
水泥等板块特大型轴承产品订单大
幅度增长。特别是在国内知名风电
企业主轴轴承、齿轮箱轴承的国产化
进程中，瓦轴集团与客户无缝对接，
顺利通过样件审核，奠定了大兆瓦风

电主轴轴承国产化领跑者的地位。
一季度，瓦轴集团特大型轴承分

公司全员快马加鞭赶订单，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25.6%。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鞠家田 摄

瓦轴特大型轴承
首季订单大幅增长

春日渐暖，又到了大棚蓝莓成熟
的时节。在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
营胜村村民宋春英家的大棚里，串串
蓝莓挂满枝头，粉蓝色的浆果透出淡
淡珠光。

“今春，我提前做好准备，备足了
蓝莓苗和有机肥，农业生产就得提前
科学谋划。”从栽种到剪枝、打芽，再到
授粉、疏果，啥时候该干啥活儿，宋春
英都心中有数，并且可以独立完成。
现在，她已经是村里的“技术大拿”，带
领周边农民一起科学种植“致富果”。

“种蓝莓有啥不懂的，我就找宋

春英。有她这个技术顾问守在身边，
我们种蓝莓心里有底。”同村的种植
户孙福杰在宋春英的指导带动下，也
走上了蓝莓种植的道路。

“你看，对摘果后的蓝莓就得舍得
剪，几乎要修剪掉所有分枝和叶子，只
留下主枝。虽然当时看着有点‘狠’，
但后期新枝一发，枝干会更粗壮，叶片
更油绿光亮，长势更加旺盛。”说起蓝
莓管护，宋春英打开了话匣子。

“蓝莓喜酸性土壤，我们这儿原
来的土质虽然偏酸性，但酸度不够。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大棚土，都是我们

重新改良后的酸性土壤，最适合蓝莓
生长。”宋春英边说边踩了踩脚下的
泥土，“用有机肥混合当地土壤，再根
据土壤酸度的检测值进行适当调控，
达到适合蓝莓生长的 PH 值。”眼前
的普通农民，讲起蓝莓种植技术头头
是道，从理论到实践，样样精通，“蓝
莓种植看似简单，其实说道儿很多，
科学管护非常重要。”

其实，最初几年，种植技术匮乏让
宋春英走了很多弯路。她认识到，要
想种好蓝莓，就要把脑子武装起来。
几年来，市里、镇里开办的蓝莓种植技

术学习培训班，宋春英场场不落。找
有经验的种植户求教，到农科院所向
专家咨询，她为了学习技术乐此不疲。

“别看我年过半百，但是刷抖音、
进直播间，这些新生事物我都玩得很
溜，就为了学习实用技术。”如今，宋
春英已经侍弄起 15 个蓝莓大棚，年
收入超过40万元。

取得“农业技师”职称后，宋春英
成了农户身边信得过的技术顾问。几
年来，她带动周边种植户发展蓝莓大
棚三四十个。“宋春英咋干，我们就咋
干。”大家把宋春英当成了“主心骨”。

“种蓝莓有啥不懂，找宋春英！”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从
登记注册到拿到营业执照，不到半天
时间就能搞定，而且可以全程电子化
办理，现在的创业环境太好了！”近
日，外商投资企业全物进出口商贸
（辽宁）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在商事登记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一步步完成电子化办照程序，
企业顺利落户铁岭。

今年以来，铁岭市市场活力不
减。一季度，全市新发展各类市场主
体8488户，同比增长16.19%。截至3
月末，全市期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226521户，同比增长11.29%。
今年，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服
务方式，积极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
全力保障登记服务不断档、业务办理
不打烊。为有效破解企业“准入不准
营”的难题，铁岭市全面推行“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
行业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共梳
理市、县两级改革事项清单 151 项，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
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四种方
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铁岭一季度新增市场主体8488户

春耕时节，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于寺镇虎掌沟村文奇谷物种
植家庭农场，有一块地与众不同，这
里的种子单独存放，农机具要擦拭一
新才能进田犁地，连驱虫都要用物理
方法。

据村党支部书记姚凤刚介绍，
2016 年，村里因地制宜发展杂粮产
业，并对杂粮进行深加工，创立了“佑
安古镇”杂粮品牌。现在，全村四成
耕地种的是绿色食品，8个产品获得
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
认证。姚凤刚说：“有机田最娇贵，不
能用一点化肥、农药，是我们的‘宝贝
疙瘩’。”

姚凤刚说：“今春土壤墒情非常
好，有机田将种植高粱、花生、谷子等
杂粮作物。等土壤温度再高一点，就

能播种了。”为了种好“宝贝疙瘩田”，
姚凤刚动了一番脑筋。种子不能用包
衣剂，而且要单独存放。使用农机具
播种时，要擦拭一新，彻底覆盖普通农
田使用痕迹后才能进入有机田。要选
用农家肥和有机肥，就连驱虫都要用
物理方法，化学药剂一丁点儿也不能
用。有了这些严格的种植流程，“佑安
古镇”杂粮的品质越来越好。

村民赵凤山当初强烈反对姚凤
刚搞绿色食品，认为“不打粮，瞎耽误
时间”。现在他彻底服了：“有机比绿
色贵，绿色又比普通贵。同样一块
地，效益差好几倍！”

如今，“佑安古镇”系列产品依托
电商畅销全国。端起“绿饭碗”，吃上

“生态饭”，虎掌沟村摇身一变，由贫
困村变成了富裕村。

巧种有机田 效益增数倍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本报见习记者 田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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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民生保障企业，得知企
业存在原料紧缺问题，政府迅速安
排人员上门服务，制定相应举措。”
近日，在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辽
宁诚信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在 4
条生产线上紧张有序地操作着。公
司办公室主任刘焕对记者说，“在政
府的帮助下，原料紧缺的问题迅速
得到解决，生产一刻也没耽搁。”

沈北新区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的
集聚区。为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
沈北新区梳理确定了涉及民生保障
的五类重点保供企业77家，采取严
密的疫情防控措施，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
保障企业生产不断捻儿，工业

企业复工“转”起来。沈北新区结合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第一时间出
台15条纾困政策措施，包括减免房
租、补贴水电气费、缓缴配套费、补
助水田备耕、扩大税费减免等，且每
项举措都明确了责任单位，公布具
体联系人和电话，全力帮助企业安
全有序复工复产。

“区内各相关部门按行业分类
相继出台了复工复产政策。为了让
企业更直观地了解政策内容，我们
制作了‘复工复产政策包’，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拓展政
策传达路径，确保第一时间将政策
送达企业。”沈北新区营商局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还专门设立了
复工复产24小时热线电话，及时帮
助企业解答各类问题。”

企业“转”起来、物流动起来、运
行快起来。沈阳海尔电冰箱有限公
司生产线满负荷生产，700余名员工
几乎全部在岗；华美畜禽有限公司
迅速解决下游供货企业停工、运输
等问题，保障按时交货；沈阳德恒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所需原材料跨区送
达难题已解决……截至目前，沈北

新区5299家企业、211个项目复工复
产，实现了应复尽复。其中，263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0%复工。

推动复工复产的同时，沈北新
区线上招商引资也如火如荼地展
开。近日，占地140亩、总投资22.5
亿元的格林生物制品研发中心及生
产基地项目成功签约，该项目拥有
亚洲首个无人生物制品生产车间。
沈北新区还视频连线辽宁传媒学
院，推进辽传数字文化产业园项目
线上洽谈，打造数字文化企业东北
地区中心、电商直播服务中心、文创
产业研究院等。

保障生产不断捻儿 企业复工“转”起来
本报记者 陶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