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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八月三十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经
过近五年艰辛努力，沈抚改革创新
示范区改革创新、建设发展取得了
阶段性重要成果。近五年来，沈抚
示范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领跑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1.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8.3%，
税收收入年均增长26%。

9月 23日，沈抚示范区举行“喜
迎党的二十大、改革创新做示范”五
年发展成果主题新闻发布会，从体
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开放创新、
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绿色发展、党

的建设等方面总结示范区近五年来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积极
成果，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活力。

自创建以来，沈抚示范区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国务院
批复的《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
方案》中确定的建设东北地区改革
开放先行区、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标
杆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和辽宁
振兴发展新引擎“四个定位”，扎实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开放
创新、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绿色发

展等“五大任务”，解放思想、先行先
试，着力建设产城融合、创新、绿色、
智慧的高品质新城。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体制机制
改革成效明显。沈抚示范区管委会
主要负责人表示，作为辽宁改革创
新“试验田”和生态环境保护“样板
间”，近年来，沈抚示范区坚持以更
高站位、更大格局、更快速度推动
改革创新，持之以恒打造了涵盖用
人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网格化社
会治理等方面的“十大领域改革”
体系，统筹推进 110 项改革措施，形
成 50 余项制度性创新成果。坚持
问题导向的“多网合一、一网统管”
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建
立；以项目为中心的全员招商体制

不断优化；“企业开办7环节仅需2小
时”、社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
产业图谱精准招商 3项经验做法收
获好评并在全省推广。近五年来，
沈抚示范区新增市场主体73891户，
目前市场主体总数是2018年年初的
8.4倍。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科技型企
业队伍发展壮大。近年来，沈抚示
范区积极引入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东北大学沈抚工研院等产学研项
目，重点围绕破解高温合金、高端轴
承钢、特种材料等领域难题，推动科
技成果就地转化，积极吸引一批科
学家团队在示范区干事创业，全面
构建具有示范区特色的政产学研协
同创新体系；（下转第二版）

沈抚示范区改革创新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1.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8.3%

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9月
24 日，大船集团搬迁建设升级项目
签约仪式暨央企支持太平湾建设推
进会，以视频方式在北京、大连同步
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乐成出
席现场活动并宣布启动，国务院国
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视频讲话，招商
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出席现场活
动，中国船舶集团总经理杨金成、招
商局集团总经理胡建华分别致辞，
中粮集团董事长吕军，中核集团、中
航工业集团等20多家中央企业有关

负责同志在京出席活动。
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是辽宁省、

大连市和招商局集团合作共建的重
点产业园区项目。大船集团搬迁建
设升级项目是中国船舶集团、招商
局集团与大连市深化央地合作的重
大战略合作项目，新厂区直接投资
规模约 200 亿元，预计年造船产能
260 万载重吨。大船集团迁入太平
湾后，将为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集聚新动能、增添新活力，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李乐成、缪建民、杨金成、胡建华
共同出席大连市人民政府、大连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太平湾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大船
集团搬迁建设升级—太平湾高端船
舶总装建造基地项目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根据协议，各方将合力推进搬
迁建设升级各项工作，依托总装优势
吸引船舶配套企业集聚，建立船舶全
产业链，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

签约仪式前，李乐成会见了企
业家代表一行。李乐成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招商局集团、中国船舶集
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
谢，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立足“拼抢争实”，强化要素
保障，提速项目落地，尽快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企业家们表示看好辽
宁营商环境，将进一步落实好合作
项目，助力辽宁高质量发展。

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胡
玉亭，副省长姜有为出席现场活动，
大连市市长陈绍旺致辞。

大船集团搬迁建设升级项目签约仪式
暨央企支持太平湾建设推进会举行

李乐成出席并宣布启动

9 月 22 日一大早，一台台满载
板栗的农用三轮车驶进位于丹东市
振兴区汤池镇萌芽村的利民板栗专
业合作社收购站。站内，两台叉车
往来穿梭，工人正在包装生产线上
忙碌。合作社负责人梁贵军告诉记
者：“这批货能走200多万公斤，全村
的板栗销路基本有了保障。”

站在村口，放眼望去，板栗树漫
山遍野，一个个“刺毛球”挂满枝

头。山坡上，村民梁忠奎和工人正
忙着采收，200多亩的板栗园一派丰
收景象。

梁忠奎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板
栗“下树”旺季。近年来，各级政府
大力扶持板栗产业，在农业技术人
员指导下，他学会了板栗修剪、嫁
接、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技术，从一个
板栗种植的“门外汉”成长为村民眼
中的“土专家”，种植的板栗园也成

为示范园。
萌芽村板栗种植有 300 多年历

史，适宜的气候、良好的光照条件以
及深厚的土层，造就了板栗优良的
品质和独特的口感。但是，把板栗
树变为“摇钱树”，并非一蹴而就。
前些年，因树本老化、病虫害严重等
问题，萌芽村的板栗产量和质量一
度走入低谷。为破解发展瓶颈，村
里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推广、龙头带
动等措施，为板栗种植产业“复兴”
创造有利条件。

“紧盯市场变化，不断更新换代，
才能实现长远发展。”梁贵军说。

2005 年，梁贵军率先对自家的老树
进行品种改良，转年见果，喜获成
功，板栗产量及品质得到大幅提
升。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村民纷纷
对自家板栗园进行“升级”。通过改
良品种，萌芽村板栗产量比之前翻
了一番，板栗质量进一步提高，深受
消费者青睐。

2009年，萌芽村成立了合作社，
对村民种植板栗进行技术指导、统
一销售，还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
分散式经营转变为抱团发展，形成
规模化效益，使全村板栗产业驶上

“快车道”。（下转第二版）

板栗“开口笑”农户乐陶陶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我国进一步扩大
社保费缓缴政策实施范围

详见二版▶

近年来，我省下大力气做
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新
字号”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迸发
勃勃生机。位于康平县的沈阳
富莱碳纤维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型
企业，所生产的改性碳纤维毡
等新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风电
储能装置、航空发动机单晶叶
片制造等领域。项目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

图为9月23日，在沈阳富莱
碳纤维有限公司碳丝车间，工人
正在生产线上生产碳纤维产品。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新字号”
迸发新动能

在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东华园社
区，提起民警赵玥，居民都会竖起大拇
指，“这丫头好啊，为我们办了很多实
在事儿。”

从户籍民警到社区民警，从警13年
来，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前甸派出
所教导员赵玥始终扎根基层，全力守
护百姓平安。

“把居民家的事当成自家事，把百
姓当成自己的亲人。”从警以来，赵玥
一直秉持这样的工作理念。

担任户籍内勤期间，赵玥发现很
多群众不了解户籍政策，常因手续不
全多跑好几个来回，她就反复归纳梳
理，编制出涵盖 19 项户籍业务的《便
民万能表》。因便民效果好，这份《便
民万能表》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赵玥还率先在派出所户籍大厅设
立“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
座椅，并放置“暖冬行动”衣物募捐箱，
为困难居民募捐衣物。她牵头设计、
科学规划，将女子中心警务室打造成

全市首个集人口管理、纠纷调解、视频
巡逻、便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
警务室，利用公安警务信息化建设资
源，通过二维码门牌、手机 APP 以及
微信群等载体即时掌控辖区数据资
源，真正将警务室做成老百姓“家门口
的派出所”。

“我生在雷锋城，更要用实际行
动践行雷锋精神。”在赵玥看来，脚踏
实地把事情做好，把工作做好就是学
雷锋。

赵玥还牵头组织派出所青年民
警、东华园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
40 余人，组建“萤火虫爱心志愿者团
队”，将每月5日定为东华园警务室学
雷锋活动日，邀请医院定期为居民开
展免费健康检查、健康知识讲座等公
益活动；召集“萤火虫志愿者”免费为
群众理发、修剪子、磨菜刀等，用实际
行动温暖辖区群众。

办好“小事情”，情系“大民生”。
赵玥说，每天的工作虽然琐碎繁杂，
但与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息息相
关，她将一如既往地用心用情用力
为辖区居民服务，护一方百姓，守一
方平安。

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前甸派出所教导员赵玥——

办好“小事情”情系“大民生”
关鹤影 本报记者 刘 乐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 刘璐报道
近日，“带土移植”科技人才辽宁行活
动在沈阳举行，活动旨在宣传推介“带
土移植”支持政策，加强人才与企业撮
合对接，吸引域外高科技项目、高层次
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来辽创新创业，
为提高头部企业本地配套率、科技型
企业增长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服务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引领三
个万亿产业基地建设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撑。

今年以来，辽宁已经引入创新创
业团队 173 个，其中创新团队 107 个、
创业团队 66 个，总数达 391 个。其中
院士团队 7 个，杰青、长江学者等团
队 39 个。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
夯实“项目+团队+技术”的带土移植
工程，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会同各
市组织开展多场次“带土移植”科技

招商活动，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厚植“带土移植”土壤，持续促进企业
与人才撮合对接，推动项目团队技术
深度合作，为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
设注入新的动力，为构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积蓄新的
力量。

在活动现场，省委组织部介绍了
我省“兴辽英才”政策，沈阳市推介了
科技创新和人才政策，省科技厅向东
北大学等 5 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
室、沈阳市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有限公
司等 3 家国际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授
牌。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
司与青岛理工大学“软硬复合煤层瓦
斯突出防治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等
8个项目签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教
授李玉等 10 位专家携优秀科技成果
进行了路演。

夯实“项目+团队+技术”带土移植工程

今年我省已引入
173个创新创业团队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日前，
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单位对 2018
年11月30日前发布的1519项辽宁省
地方标准开展了集中复审工作，对其
中349项标准予以废止。

经起草单位论证、主管部门建议、
公开征求意见、复审结论通告等环节，
决定本次集中复审的辽宁省地方标准
中，继续有效 665 项，占比 44%；修订
505 项，占比 33%；废止 349 项，占比
23%。其中，《中小学课业薄册》《辽宁

省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规范》《二手车销
售服务规范》《餐饮业服务规范》等标
准废止。

本次集中复审后，现行有效的辽
宁省地方标准结构更加合理，同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更加协调配套。

省市场监管局将同省（中）直各
单位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强地方标
准管理工作，不断完善辽宁省地方
标准体系，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349项辽宁省地方标准废止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科学
统筹蓄水保水，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
重要。9 月 24 日，省水资源管理集团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防汛任务圆满收
官后，目前，省直主要供水水库已全部
蓄满，为保障全省今冬明春的用水安
全奠定了基础。

今年入汛后，我省共发生17场强
降雨过程。为确保安全度汛，辽水集
团强化组织领导、责任落实、预案编
制、监测预报、应急保障等多方面工
作。为预防洪水灾害发生，辽水集团
完成洪水预报调度、应急抢险、闸门启
闭等专项演练。在强降雨过程中，辽
水集团所属各水库每 3小时上报 1次
降雨径流计算表，实时掌握水库雨情、
工情、汛情信息，累计编制调度方案
294 个。为省防指提供拟泄洪方案，
严格执行省防指调度命令。

各大水库在主汛期，预泄腾库容，
提高水库防洪能力。入汛以来，省直

九大水库天然来水总量 61.92 亿立方
米，预泄总量 31.89 亿立方米，泄洪总
量 20.26 亿立方米，拦蓄洪量 10.39 亿
立方米，各水库充分发挥削峰错峰作
用，有效控制了辽河、浑河、太子河干
流洪水，保障了下游农村段及城市防
洪安全，圆满完成防汛工作。

随着汛期的结束，水库蓄水保水
任务迫在眉睫。辽水集团分期动态抬
高控制各库运用水位，增大水库蓄水
能力。目前，省直水库总蓄水量为
47.25亿立方米，比汛前蓄水量多6.95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蓄水量多 4.02
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平均蓄水量多
10.48 亿立方米。其中，大伙房、观音
阁、汤河、清河、柴河、白石水库蓄水量
分别达到 13.88 亿立方米、14.25 亿立
方米、3.88 亿立方米、5.97 亿立方米、
3.41亿立方米、4.9亿立方米。省直水
利工程正充分发挥作用，保障全省下
一阶段的用水安全。

省直主要供水水库全部蓄满
比多年同期平均蓄水量多10.48亿立方米，为

今冬明春用水安全提供保障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史竞男）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一书
出版座谈会9月23日在京举行。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该书编
写情况、内容特点和出版意义等。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
论述以及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唯
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和科
学精神相统一，集政治性、思想性、
权威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是
全国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读物中，
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
间跨度最长、内容最系统最完整的
一部党史正史著作。

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专业领
域和研究角度谈了本书的研读体
会。大家表示，党的历史是最生

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
产党的一百年》导向正确、史实准
确、可信生动，为全党全社会学习
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教材，为建立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
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有关
负责同志，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代表和专家以
及本书编写组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