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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下水
主管道堵塞却不来维修，导致马路积
水。”“办事效率低，存在推诿拖拉等
情况。”……在铁岭市近日公布的上
半年实绩考核成绩单上，不仅有市直
各部门的得分及排名情况，还有一张
看起来让人脸红心跳的问题清单。

为持续推动市直部门改进工作
作风、提升服务质量，今年，铁岭市邀
请 279 名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作为

“考官”，全面参与市直部门工作考核
评价。结果，在第一场“考试”中，部
分“考生”就如坐针毡。

按照《铁岭市 2022 年“下评上”
工作实施方案》，在上半年实绩考核
中，参评企业家要围绕市直部门的服
务态度、办事效率、依法监管、政策落
实、工作作风 5 个方面内容，对经济
发展类、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类、执
法监督类的32个单位进行无记名投

票测评。
评价结果分为好、较好、合格、不

合格4个等级，分别按10、8、5、0分标
准计分，各部门按照得分，从高至低
分类别排定名次。对进入排名前20%
的部门，铁岭市以通报表扬的形式进
行正向激励；排名在后10%的部门，则
由市委组织部负责进行谈话提醒。

参评企业家在对各部门的工作进
行总体评价时，还要填写问题及建议
清单，如实反映企业办事时遇到的各
种问题。哪个部门工作不认真、哪个
单位办事效率低、哪个工作人员的工
作方式简单粗暴，都直截了当地提出

来，有的甚至直接点明具体的人和事。
为切实解决这些在服务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铁岭市将问题及建
议清单汇编后发送到各相关部门和
单位，要求对照清单查找短板弱项，
逐条整改销号。

政务服务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
权。请企业家当“考官”，不仅简单直
接地找到了制约营商环境优化的堵
点、难点、痛点问题，还倒逼市直各部
门快速响应、狠抓整改、自觉反思，主
动查找不足、补齐短板，实实在在地
提升了政务服务的便利度、快捷度、
满意度。

服务好不好 企业来评价

铁岭邀请279名企业家当“考官”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年
来，锦州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以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为抓手，坚持把工业绿色低碳
发展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截至目前，锦
州市有 5 家企业列入国家级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9家企业列入
省级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

构建绿色低碳的工业体系不仅
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必要手
段，对工业可持续发展同样意义重
大。锦州市紧抓生态文明建设，引导
工业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减污降
碳，节能降耗，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

文章”，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落后产能持续退出。
2017 年以来，锦州推动水泥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累计达77万吨。

锦州市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加强工业企业节能监察工作。2021年
对74家企业实行节能监察，均符合国
家能效标准；同时，组织19家企业开展
工业节能诊断服务。锦州还全力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取得了良好成
果。2021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
229万吨，综合利用量为226万吨，利
用率达98.4%。辽宁鹏渤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辽宁西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获批国家废钢铁行业规范企业。

锦州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

9月20日，记者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
家子镇八家子村看到，集中连片的500亩红薯又迎
来丰收季，农民忙着起红薯、装箱、搬运入库。

阜新县阜营丰甘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8年在
八家子村流转土地1000亩，进行玉米和红薯轮植，每
年种植红薯500亩，年产量达300万斤，年收入320万

元。合作社还引导当地20余户农民拿出600亩土地
参与种植，进行订单生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图①为今年红薯大丰收。
图②为八家子村农民忙着起红薯。
图③为村民把红薯装箱。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红薯迎来丰收季

本报讯 9月21日，在大连石化
公司第五联合车间，劳模班长吴庆友
仔细查看着每一袋 H39S-3 牌号聚
丙烯的外包装是否完好。这是该产
品经过精制、聚合、造粒、包装后，质
量检查的最后一道工序。

大连石化公司生产的 H39S-3
和 H39S-2 牌号聚丙烯产品作为卫
材原料，凭借熔融指数稳定、气味小
等优势受到市场青睐。其中，H39S-
3 聚丙烯料被誉为中国石油化工高
端产品“七朵金花”之一。为保持产
品的市场美誉度，公司进一步升级质
量管理，用心呵护王牌产品。

升级工艺管理，强化生产工序质
量管控。实时监控聚合氢气浓度等
影响产品外观质量的关键参数，保持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拉伸屈服应力等
关键质量指标的稳定性。今年前 8

个月，各牌号产品生产平稳率、馏出
口合格率、出厂合格率均保持100%。

升级操作管理，强化作业风险管
控。运用“操作前检查 3 分钟，操作
后确认30秒”的方法，规范执行手指
口述，做好指令、人员、方案等8个层
面的确认。对三级以上关键操作变
动制定操作规程和必要的技术方案
严格落实监督，防止误操作，确保变
动风险全面受控。

升级设备管理，强化设备故障深
度溯源。固化定期装置设备运行诊
断评估的特色制度，以问题为导向完
善制度。细化定期工作台账，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保养。对工艺设备防
泄漏和机、电、仪运行趋势监测进行
持续管控，不断降低故障维修率。

高建新 康宏成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石化升级质量管控
呵护王牌产品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搭
建违法图斑实时共享机制，本溪市有
序推进森林督查问题整改“清零行
动”。目前，本溪市以结案率 61%位
列全省森林督查问题整改“清零行
动”工作前列。

为推深做实林长制，切实加强森
林资源保护，坚决守住林地资源保护
红线，省林业和草原局部署开展了森
林督查问题整改“清零行动”工作。
本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印发森林督查
问题整改“清零行动”方案，对 2013
年至今的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以及与

自然资源部门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
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全面
查处整改。

在森林督查整改“清零行动”中，
本溪市林草局与自然资源部门搭建
自然资源卫片违法图斑实时共享机
制，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判读变化图
斑，发现非法占用林地问题，及时进
行查处，保持整改工作持续清零。同
时，本溪市林草局电话跟踪或前往县
区督促指导，分管市长和市政府督查
室每月调度进展情况，全市森林督查
问题整改清零行动正有序推进。

本溪推进
森林督查问题整改“清零行动”

9月21日，记者在北票市西官营
镇松台沟村的山坡上看到，宏发种鸡
养殖基地的20栋高标准鸡舍格外醒
目，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景色。

养殖基地占地 256 亩，于今年 4

月投用，预计年产种鸡蛋1700万枚，
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基地还带
动了550户农户共同增收。

刘 磊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种鸡做成大产业

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9月21日，当记者走进辽宁抚矿
三峰亿金环保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目睹了 33 名职工仅用一天时间
就将1100吨垃圾转化成55万度电的
过程后，对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有了更
加直观的理解。

这家公司是 2021 年 12 月投产
的，如果没有那座高耸的烟囱，整洁
的大院、清新的空气、绿意盎然的环
境很难让人把这里和一座垃圾发电
厂联系在一起。

记者来到位于2楼的中控室，只

见宽大的显示屏像一堵墙矗立在操
作大厅，6名工程技术人员正专注地
盯着大屏幕。显示屏上，从垃圾倾
倒、输送、焚烧发电到烟气、废水、飞
灰处理，一览无余。

“我们实行四班三倒，每个班组11
人，每天处理生活垃圾1100吨，满负
荷生产可处理1500吨，抚顺城区日产
垃圾900吨左右，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还要从沈抚新区运来一部分。”操着四
川口音的公司总经理杨洋说，“现在日
发电量为55万度，而设计负荷为70万
度，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2万吨，相当

于每年植树2万株。”
中控室西侧是焚烧炉，足有5层

楼高，尽管里面是熊熊火焰，但在炉
外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

这里有两条日处理 600 吨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生产线，配套 2 台
15MW 中温次高压汽轮发电机组，
设计年处理垃圾43.8万吨，年上网电
量1.6亿度。

焚烧炉北侧是烟气、废水和渗滤
液净化装置，虽置身于宽阔的厂房
内，却闻不到异味。

投产以来，公司的烟气污染物排

放指标不但全部达到国家标准，而且
排放数据与环保部联网并向社会公
开，接受公众监督；废水和垃圾产生
的渗滤液处理后都达到回用标准，全
部进入工业水池作为生产使用；最后
产生的废渣也没有浪费，供下游厂家
用于铺路或制砖。

公司院内，利用回用水养殖的金
鱼在畅快地游着；院南侧的山坡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红色标语在阳
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簇新的厂房
里，杨洋和他的同事正在用辛勤的汗水
将放错地方的资源转化为财富。

千余吨垃圾仅用一天时间转化为55万度电
本报记者 姜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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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近
日，《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正式发布，标
志着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产业发展步
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规划，太
平湾合作创新区的总体定位是“通过
打造东北开放新前沿，构建合作创新
引领区、绿色低碳先行区、国企改革
示范区，形成港产城融创新高地”。

创新央地合作模式与机制，打造
国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综合试验基
地，建设国资央企合作经济飞地。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经
济圈，深化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
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循环经济创

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东北亚合作经济
飞地。通过“一平台、两飞地、一基
地、一示范区”，建设基础设施高度完
善、资源要素高度聚集、创新活力高
度旺盛、营商环境高度优越、产融结
合高度紧密的集“港产城融创”于一
体的东北新特区。

以改革统揽全局，重点包括产业
发展创新、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创新、
管理体制与模式改革创新、财税分配
制度创新、土地利用制度创新、容错
与考核机制创新。通过充分发挥独
享的政策优势，打造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创新型城市，推进城乡融合
与乡村振兴，开展多元化投融资，以

四大举措横向联通辽宁沿海经济带，
纵向连接东北海陆新通道，助力区域
协同创新。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
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推动建
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聚焦“零碳产
业”，探索绿色技术创新，突出零碳低
碳技术研发应用、成果转化和产业集
聚。促进港口与城市的低碳发展，推
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建设成为产业与城市均衡
发展的零碳智慧生态宜居宜业滨海
新城。通过加强绿色技术供给、丰富
绿色低碳应用场景、构建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

机制，成为东北区域“双碳”目标实现
的先行示范区。

坚持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施策，建
立健全激励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持
续推进营商环境改善，大力推进制度
创新与管理创新，围绕国资监管科学
高效、国企活力充分激发、创新驱动
不断增强等方面，通过数字技术手
段，完善信息化监管体系。

此外，明确港口功能定位，打造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的产业港、
组合港，打造东北亚一流的新型临港
产业集聚区，成为以创新要素为引
领、以生产生活为本质、以智慧生态
为特色的创新型宜居宜业滨海新城。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发布

打造集“港产城融创”于一体的东北新特区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日
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
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
决定，命名一批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
建示范企业与工业园区，我省交通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省交投集团成立于 2016 年，下
属各级全资控股公司 43 家，有职工

1.7万余人。集团成立后，以党建为
统领，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以
职工权益为中心，积极践行国有企业
的责任担当；以职工利益为核心，携
手职工共享企业发展红利；以职工发
展为目标，实现职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省交投集团获全国和谐劳动关系
创建示范企业称号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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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走进地处朝阳凌源市大
王杖子乡宫家烧锅村的老虎沟生态
景区，畅游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中，
令人神清气爽。路上，不时偶遇野
鸡、野兔、松鼠等小动物，每一次都是
不一样的惊喜。在这里，还可以赏梯
田花海，上山采蘑菇，听蛙声阵阵、蝉
鸣声声……

宫家烧锅村内森林覆盖率高，气
候环境极为宜人。老虎沟生态景区
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是天然的森
林氧吧，为发展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夯实了基础。

近年来，大王杖子乡立足绿色资

源，以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宗
旨，积极探索“森林康养+”模式，着力打
造老虎沟生态旅游景区，构建以休闲康
养为核心、农事体验和民俗文化为重点
的乡村休闲产业体系，宫家烧锅村发展
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老虎沟生态景区总投资 1.2 亿
元，于2018年3月开发建设，一期工
程建设已完成，二期工程建设即将启
动，最终打造成为以生态休闲为主，
集自然观光、康体运动、养生度假、休
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旅游
区。紧邻老虎沟生态景区，宫家烧锅
村投资353.45万元，建设了占地128

亩的樱桃采摘园和花卉产业园，吸引
了众多游客尽享田园风光。

“近年来，老虎沟生态景区越建
越好，村里环境也越来越美，游客一
年比一年多。特别是每年春季，杏花
开花时节，沟里沟外都是人，我的‘二
勇大院’天天爆满！”在宫家烧锅村，
经营“农家乐”的孙志超说。

大王杖子乡域内杏树繁多，有
“七十华里杏花川”的美誉。去年，大
王杖子乡杏花节在宫家烧锅村举办，
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游客来小村休闲
旅游。

村里以花为媒，依托当地浓厚的

文化背景，大力传承弘扬榆州鼓乐、
凌源高跷秧歌、凌源皮影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打造集绿色生态与农旅休闲
活动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宫家烧锅村发展美丽休闲乡村，
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与致富途
径。截至目前，宫家烧锅村休闲农业
有效带动农户460户，全村休闲农业
从业人数达1200人。中青年农民工
返乡创业群体逐渐壮大，有效推动了
村内主导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活力。日前，宫家烧锅村被农业
农村部授予“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荣誉称号。

山乡花为媒 美景引客来
本报记者 张 旭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近
日，营口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并解读《营口市农村人居环
境 整 治 提 升 五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方
案》）。全市将以农为本，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

在《方案》中，营口市明确到

2025 年年底，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显
著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显
著、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
步等工作目标。同时，从强化村庄规
划引领、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
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方面确
定8个大项、26个小项重点任务，通
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推进机制、强
化考核激励等保障措施落细工作，落
实责任。

营口以农为本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