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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时间无有效降水之
后，我省气象部门利用有利气象条件，
于5月24日至25日，在全省组织开展
了空地联合人工增雨作业，累计增加
降水4.12亿立方米。全省终于迎来一
场大范围的“透雨”，辽西等地旱情解
除或得到有效缓解，也为降低森林火
险等级作出了巨大贡献。

数据显示，5月24日14时至5月
25 日 8 时，在全省 1649 个气象站监
测点位监测到降雨的有 1595 个，全
省平均降雨量为16.8毫米。其间，鞍
山大部、抚顺、本溪大部、锦州、营口、
辽阳、盘锦地区出现中雨到大雨；海
城、大石桥、大洼个别乡镇（街道）出
现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雨到中雨；
沈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局部出
现大雨。

自4月以来，我省14个市的降水
量均较常年明显偏少，其中7个地市
降水量为 1951 年以来同期最少，部
分地区出现中度和重度干旱。5 月

23 日的墒情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全
省大部站点农田表层缺墒明显，
2355.61万亩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干
旱，对当前未播种地块造成了不利影
响。同日，中国气象局指示：近期辽
宁地区干旱形势严峻，要密切关注此
次东北冷涡过程演变情况，做好相关
的信息预报，为确保粮食丰收作出应
有贡献。

针对此次东北冷涡天气过程，省
气象局提前点调部署，要求各单位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时机，科学开
展增雨作业。人工增雨的有利时间
窗口终于在 24 日傍晚打开，全省各
级气象部门抓住有利时机，上下联
动，陆空两路开展大规模增雨作业。

5月24日下午，在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一架装有增雨物质的气象飞机
正在等待起飞指令。17时 30分许，
起飞指令下达，作业飞机腾空而起，
朝着云气条件好的阜新方向进发。
当飞机到达相应高度后，机上操作员

向空中播撒催化剂焰条，以促进增雨
效果。增雨期间，我省共执行飞机 3
架次，飞行 7小时 27分钟，燃烧冷云
烟条42根。

据专业人士介绍，一般的客机飞
行都是尽量避开云层和强颠簸区，但
执行人工增雨作业的飞机却要钻进云
层里面去。在云层中，能见度差，只能
依靠仪表，特别是云中飞行容易遇到
雷电、强对流及机身结冰，危险系数不
小。但飞机人工增雨作业优点也多：
覆盖面积大，只要云层的厚度和含水
量等条件许可，可以反复起飞。

地面上，省内除抚顺外 13 个地
市均择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增雨形
式以发射火箭弹为主。朝阳喀喇沁
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气象局则采取了
独具特色的气球焰弹增雨作业形式，
即由氦气球携带碘化银焰弹升空增
雨作业，该技术在 2019 年全国智慧
气象服务创新大赛上荣获全国气象
服务技术创新二等奖。此次，全省累

计出动火箭发射装置126套次，发射
火箭弹922枚, 燃烧烟条118根。

省气象台预报，26 日白天到夜
间，沈阳、抚顺、本溪、辽阳、丹东、铁
岭地区和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阵雨
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未
来5天，我省大部地区在透雨影响下
墒情将得到明显改善，十分利于播种
和出苗；当前严重缺墒的辽西地区墒
情也将明显好转，建议各地加快雨前
播种和补苗。

省农业农村部门也紧急提醒各
地，及时指导农民对尚未播种地块采
取雨前干埋等雨播种、雨后抢墒播种
等方式，全面完成播种作业。雨后墒
情依然不足的，要积极采取深耠造湿
法播种、垄上播种改为垄沟播种或平
播以及免耕、少耕播种等抗旱播种技
术。播种后出现旱情、此次降雨又未
能解除旱情的，要动员农民及时抗旱
浇水，查田补苗，加强田间管理，确保
苗全、苗齐、苗壮。

气象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空地联合人工增雨作业

一场“及时雨”润泽万顷田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我
们坚持‘双碳’发展战略，从降低能耗
物耗、优化改进核算方法、提高运行效
率等方面入手，落实能源双控要求。
今年前4个月，碳排放履约盈余达3.8
万吨。”5月23日，中国石油辽阳石化
分公司调度中心副主任罗华明说。

这只是辽阳石化分公司把绿色
低碳贯穿生产全过程的一个缩影。
辽阳石化分公司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瞄准创建绿色
企业目标，坚持把节能作为第一能
源，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
大力推进“双碳”技术攻关，积极探索
低碳生产新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做
到“源头减碳、过程降碳、尾端固碳”。

开展能源集成优化。辽阳石化分
公司深入开展“红旗炉”竞赛，综合煤
价、电价、汽价等因素，紧盯电价开展
深度调峰，系统做好机炉优化。同时，
加强运行调控，严控排烟超标，提升预
热器换热能力，加快低氮燃烧器改造，
优化蒸汽管网运行，全面更换失效保
温，降低生产成本。今年以来，44台在

运加热炉平均热效率达93.05%。
深挖装置优化潜能。辽阳石化

分公司将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多
余热能转换为电能，瞄准既定目标，
深度对比分析装置运行数据，严格控
制运行参数范围，做好对温度、压力
等参数变化的预判，根据装置上下游
运行负荷变化，及时调整优化运行状
态，对排放集液管内的氮气采取勤排
少排的方式，保持最高发电量运行，
提升低温余热发电效率。目前，装置
发电功率提升至 2778 千瓦，同比提
升6.68%，实现了节能与降碳双赢。

实施节能技术攻关。辽阳石化
分公司催化裂化装置催化烟机可将
装置烟气势能转化为动能，从而大幅
节约工业用电。针对烟机结垢趋势
增加、烟机输出功率逐渐降低的实际
情况，属地单位通过现场技术分析论
证，量化具体参数，细化具体步骤，对
机组实施在线清垢，实时做好机组运
行数据监测，持续降低物耗能耗，烟
机振动值降幅超 50%，并实现了从

“耗电”到“发电”的逆转，单月装置耗
电量减少113万千瓦时。

辽阳石化
把绿色低碳贯穿生产全过程

眼下，正是水田插秧的大忙时节。在
盘锦，各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民都在抢农
时忙插秧。

5月24日，记者在盘山县太平街道
张家村看到，凯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
驾驶着插秧机，在农田里往来穿梭，一排
排嫩绿的秧苗被插在水田里。据张家村
村委会副主任郑国斌介绍，现在，合作社
每天有20余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日插
秧800余亩 。

为确保水稻丰产丰收，今年，凯地农
机专业合作社采用亚美柯水稻钵苗移栽
技术，既省种省土，缩短了缓苗期，又能增
加水稻的亩产量，还可以提前10天套养河
蟹苗。仅此一项，每亩地就可增收300元。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刚 摄

新型农机显身手
稻田增产又增收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大
连市结合农村实际，以盘活集体资
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目标，大力
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取
得了初步成效。截至目前，累计成交
203 宗，成交金额近 4900 万元，项目
平均溢价率为6%。

从 2020 年开始，大连市就着手
建 立 农 村 产 权 流 转 交 易 市 场 体
系。目前，9 个县（市）区成立了县
级分中心，120 余个乡镇成立了工
作站，政策培训覆盖 1025 个集体经
济组织，基本形成了完善的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同时，组织
编制了系列配套制度文件，保障市
场规范运行。

为提升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知
晓度和参与度，大连市对各县（市）
区、乡镇（街道）的农经工作负责
人、业务骨干，就农村综合产权交
易涉及的政策法规、管理制度、交
易范围、交易流程等进行培训。在
交 易 监 管 方 面 ，大 连 市 设 置 市 、
县、镇三级监管账号，开展涉农乡
镇、街道产权流转交易情况抽查，
督促各县（市）区将集体统一经营
管理的资源资产通过交易机构公
开流转交易。

据了解，自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以来，不少交易项目实现了较好的
溢价率，有效地保障了农民和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益。

大连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助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近
日，辽宁中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多
用途微型音圈电机”专利项目获得
省政府“第二届辽宁省专利奖”三等
奖，这是自 2019 年省政府将辽宁省
专利奖从部门奖励升级为政府奖励
以来，盘锦市首次获得省级专利项
目奖励。

2021年，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知识产权局）推荐了13个项目参
与第二届辽宁省专利奖角逐，有4个
项目进入前100名评审环节。辽宁中

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多用途微型
音圈电机”专利项目经过三轮评审，
最终获得三等奖。此专利实现了对
电机的优化与升级，使用无污染镀膜
材质，提高了电机性能，降低了制造
工序和装配难度，从根本上避免了环
境污染。

辽宁省专利奖项设置为一、二、
三等奖，是由省政府设立的专项奖
励，每两年为一届，用以奖励在我省
行政区域内转化实施并产生显著经
济社会效益的中国专利项目。

盘锦企业首次获省级专利奖

5月23日，在葫芦岛兴城市南大
乡接火村，大片的花生地旁，一个个
病虫害监测预警设备正大显身手，虫
情、苗情、农情等信息被上传到智慧
农业云平台，为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
决策信息服务和数据支撑。

兴城市的花生种植面积达 88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 69.3%以上，全产
业链产值超过50亿元。但在种植过
程中，经常会受到一些病虫害的侵
袭，严重影响花生的质量和产量。

日前，葫芦岛首个省级病虫害
监测预警系统在兴城建成并投入使
用，智能虫情测报灯、气象监测设
备、害虫性诱测报仪等全部安装完
毕，虫情、苗情、农情等相关信息可
通过远程实时监测设备上传到智慧
农业云平台，实现了国家、省、市、县
（市）区数据联网，助力植保工作高
效开展。

“过去，测报是由基层测报员进
行田间监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测报时还存在一定的误差。现
在，我们有了先进的监测设备，实现
了病虫害监测自动化、智能化、网络
化，提升了监测水平，提高了预报准
确率，降低了病虫害损失率，达到了
农药减量控害的目的。”兴城市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吴微微说。

2021年，“辽宁省全国农作物病
虫疫情监测分中心（省级）田间监测
点建设项目”在兴城选址建设，于当
年 11 月建成，并于日前投入使用。
兴城市根据农作物布局，结合地域特
点，在南大、沙后所等乡镇投入运营
田间监测点5个，主要监测作物为花
生、玉米、果树等。

目前，兴城市布设智能性诱监测
系统、自动虫情测报灯、高空杀虫灯
等监测设备 30 台套，组织植保站技
术人员及各乡镇监测员在作物生长
季开展监测预警工作，确保及时发
现、及时防治，为“虫口夺粮保丰收行
动”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病虫害防治
用上远程智慧监测系统
本报见习记者 张林昊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初
夏时节，走进位于鞍山市台安县桑林
镇大兴村的闵安养鸡场，只见绿树环
绕中，排排鸡舍整齐划一，鸡舍内部
明亮清凉，30 万只白羽肉鸡在空调
房内享受着惬意生活，这个智能化养
殖场年可出栏白羽肉鸡 180 万只。

“别看一年出栏 180 万只，销路根本
不愁，成鸡直接就被县里工业园内的
下游加工企业收走了。”闵安养鸡场
总经理陈国銮深有感触地说，能靠养
鸡走上致富路，同鞍山市积极打造的
白羽肉鸡产业链密不可分。

正如陈国銮所言，记者从鞍山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为积极打造特色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鞍山市紧紧围绕白
羽肉鸡，通过采取着力推动建基地扩
规模、着力提品质增效益、着力强龙
头优服务等措施，不断补齐建强白羽
肉鸡产业链条，进行全产业链开发、
全价值提升，全力做大做强白羽肉鸡
全产业链。目前，鞍山市已初步形成
集种鸡饲养、鸡雏孵化、肉鸡饲养、饲
料加工、肉鸡屠宰、调理加工于一体
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产业链价值达
155亿元。

抓标准种养，着力建基地扩规
模。鞍山市狠抓规模化基地建设、
良种繁育、饲料生产，实现了肉鸡产
业体量迅速扩张。全市累计建成 3

家国家级肉鸡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存栏 1 万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达
283家。2021年，全市白羽肉鸡年出
栏 1.67 亿只，台安县肉鸡养殖量位
居全省首位。

抓屠宰加工，着力提品质增效
益。鞍山市以打造完整白羽肉鸡产
业链条为抓手，全力推动形成全产业
绿色闭环系统，提升核心竞争力。同
时，统筹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
利用加工，实现效益最大化。其中，
培育和引进白羽肉鸡加工企业 17
家，打造了“禾丰”“老九股”等深加工
类省级名牌产品，并积极引进鞍山裕
丰饲料、英达禽羽等企业，对羽毛、内

脏、粪便等副产物开展高附加值综合
利用，年产鸡肠粉2万吨，鸡肉粉、肉
骨粉 7 万吨，血浆蛋白粉、血球蛋白
粉1万吨。

抓政策保障，着力强龙头优服
务。鞍山市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为
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方位开
展优质服务。2020 年以来，全市累
计向上争取支持白羽肉鸡产业项目
资金5750万元，并通过以奖代补、贷
款贴息等形式支持白羽肉鸡产业建
设。鞍山九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鞍山星奥肉禽有限公司相继获批为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更好地
发挥了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鞍山白羽肉鸡育出百亿级致富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5月24日获悉，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
片区对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进行深入
探索和尝试，推出“信用监管+社会
监督”协同监管新模式，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协同监管模式中，“信用监管”
以示范创建的方式进行，市场监管
部门选取群众关注度较高、易发生
消费纠纷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参与
示范创建活动并制定监管、公示、

社会监督及信用评价标准。经营
企业对所属行业提供的服务或产
品做出承诺，监管部门为参与示范
创建的市场主体发放专属信用承
诺二维码，对市场主体承诺书进行
线上线下双公示。“社会监督”是调
动社会大众、内部员工、消费者、新
闻媒体等社会力量共同对市场主
体的信用承诺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评价和投诉举报。

监管部门核查发现企业承诺不

实的，取消该市场主体的示范创建
资格，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对守承诺、评价高的市场主
体实施守信正向激励，提升信用等
级，不再列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名单，重点行业企业降低日常检查
频率。同时，协助守信企业远程开
具无违规证明、示范企业证明等材
料，为相应市场主体在招投标、行政
许可、竞争荣誉称号等领域进行增
信支撑。

“信用监管+社会监督”协同监
管新模式，打造出了“监管部门定标
准、经营企业作承诺、社会力量共监
督、诚实守信享激励”的社会共治、
协同监管的新格局，实现了刚性监
管向柔性监管转变、单一监管向社
会共治转变，促进市场活而有序，进
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同时，
企业从被动迎检转向主动自律，可
促使其建立信用积累意识，积极落
实市场主体责任。

刚性变柔性 单一转共治

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推出“信用监管+社会监督”

封路通告
因沈阳市国道绥沈线（与开奈线

交叉口至铁岭界段）修复养护工程一
二标段施工行车安全需要，现予以全
幅封闭。起止桩号为：K680+230 至
K714+337.42，全长34.107公里。

绕行线路：
1. 法库去往沈阳方向，可由沈康

高速法库站至沈康高速沈北新区站下
至沈阳，或由法库开奈线东至铁岭市
调兵山经孤懿线至阿吉镇经阿陈线至
陈平堡村鲁家大桥再经国道绥沈线至
沈北新区。

2.沈阳去往法库反之。
3. 封闭时间 2022 年 5 月 24 日—

2022年10月31日。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沈阳市苏家屯区公路工程公司
2022年5月24日

封路通告
我 中 心 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 至

2022年10月31日对本溪市丹霍线大
黑山至祁家堡段（桩号 K118+800-
K136+000）修复养护工程，本溪市丹
霍线祁家堡至连山关段（桩号 K136+
000-K144+000）修复养护工程及三座
桥梁拆除重建专项养护工程进行施
工，施工路段采用全幅封闭交通施工，
经该路段的过往车辆需绕道通行。

本溪市丹霍线大黑山至连山关段
绕行线路：本溪、沈阳方向绕行丹阜高
速通远堡道口，通远堡凤城丹东方向
绕行丹阜高速下马塘入口。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2年5月26日

封路通告
由于需对 S216（奈北线）大巴沟

隧道进行定期检测，自2022年5月30

日至2022年5月31日，对大巴沟隧道

采用半幅封闭交通措施。一切过往

的车辆及行人请严格按照指示标志

及现场交管人员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6日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收购的灯塔佟二堡上海国际皮革城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累计债权总额 38021.45 万元，其中本金 20569.98 万元，利息
17451.47万元(截至2022年5月16日)。贷款方式为质押、抵
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土地使用权，质押物为股权、应收
账款，保证人为辽阳亚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韬蕴（上海）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韬蕴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温晓东、董赛
男、陈汉星、陈小琴、张炜、包岩丰、朱成、吕瑛琴。欲了解详
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5月

2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5月2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灯塔佟二堡上海国际皮革城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