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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9日一大早，铁岭市昌图
县老城镇的一块玉米地里就热闹起
来，百余名合作社理事长、种粮大户
以及农民聚集这里，一场“二比空”
种植模式测产验收正在进行。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
究所的解宏图带领团队深入田间，
对玉米穗长、穗粒数、水分含量等
进行实地测算，随后将这些数据仔
细地填写在测产记录表上。

这块土地是老城镇阳宇农机
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保护性耕作高
标准应用基地，在中国科学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建议与指导下，
已经连续 3 年开展秸秆全量还田
保护性耕作“二比空”种植模式。

对于测产结果，相比其他围观农民
的热切期待，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
显得非常淡定。

“‘二比空’地块的产量根本不
用担心，去年我们每亩增产 50 公
斤呢！”等待专家测产的过程中，李
忠华带领围观农民走进地里，信心
十足地介绍这种新模式。“你们看，
这种模式就是三行种两行空一行，
空出一行摆放玉米秸秆，增加播种
密度 20%来弥补亩株数的不足。
这种模式起到了休耕轮作的作用，
实现了秸秆全量还田和玉米通风
透 光 ，每 亩 地 尽 管 植 株 数 达 到
5100 株 ，但 是 玉 米 棵 棵 长 势 喜
人。”站在空垄上，李忠华接连扒开

五六个玉米穗，个个籽粒饱满、颜
色金黄。

很快，测产结果出来了——亩
产 1080 公斤，阳宇合作社“二比
空”地块首次实现“吨粮田”。听到
这个结果，在地里参观的农民纷纷
向李忠华表示祝贺，李忠华的脸上
顿时挂满笑容。

随后，全县其余 4个测产地块
也传来好消息，亩产均突破 1000
公斤！

近年来，昌图县连续 3年实施
保护性耕作，推广玉米秸秆还田、
免耕播种等耕作方式，去年最高产
地块亩产达 926公斤，今年首次实
现吨粮。今年，全县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达 423万亩，其中实施保护性
耕作作业面积为 175万亩，主要实
行“宽窄行”和“二比空”种植模式。

“保护性耕作能提升土壤中
的有机质含量，抗旱保墒。”据李
忠华介绍，今年，合作社种植的
2.26 万亩土地全部实施保护性耕
作，比 7 年前刚开始尝试时，每亩
实现增产 50 公斤以上，节约种植
成本近 100元。

“保护性耕作地块有效防止了
风蚀、水蚀、倒伏现象发生，经过 3
年努力，黑土层变厚已经肉眼可
观。昌图县粮食稳步增产，保护性
耕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昌
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立冬说。

“二比空”种植模式促玉米亩产突破一千公斤
本报记者 王晓波

一串串翠绿的软枣猕猴桃挂
满枝头，压弯了枝条，到处是一派
丰收景象。

“十一”假期，软枣猕猴桃进入
最后的采摘阶段。10月 7日，记者
走进辽阳市弓长岭区艺馨水果种
植家庭农场，只见果农正在棚架下
采摘成熟的软枣猕猴桃。

没有传统猕猴桃毛茸茸的外
衣，眼前的软枣猕猴桃表皮光滑、
颜色翠绿、身材娇小，个头跟普通

红枣一般大。
“没有熟透的软枣猕猴桃整

体呈青绿色，等完全熟了，就会
变成黄绿色或紫红色。”家庭农
场负责人夏秋艳说，软枣猕猴桃
也叫“奇异莓”，拥有超过其他猕
猴桃品种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以
及氨基酸含量，营养成分多达五
六 十 种 ，被 称 为“ 维 生 素 之 王 ”

“水果大王”。
位于弓长岭区姑嫂城村朴沟

组的艺馨水果种植家庭农场从
2017 年开始种植软枣猕猴桃，品
种为“龙城一号”“龙城二号”，他们
流转土地 220亩，带动村里 30户农
民共同致富，今年产值可达 100万
元。按这个发展进度，2024 年预
计产值将达 300万元。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刚刚采摘
的软枣猕猴桃，除了给自家买了两
箱，还给亲戚朋友买了一些。”假期
带孩子从沈阳回家探亲的刘女士

笑呵呵地说。在路边搭起的销售
棚吸引了路过的游人，大家纷纷停
车下来买上几箱。

近年来，安平乡姑嫂城村结
合本地优势，利用闲置土地开发
软枣猕猴桃等特色农业项目，并
结 合 本 地 旅 游 资 源 ，精 心 打 造

“旅游+农业”致富新路，将绿色
与发展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助推乡
村振兴。

旅游农业富了小乡村
本报记者 许 刚

10月6日，记者在朝阳市一些乡镇看到，田
野里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割玉米、收黄豆、
起榨菜……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喜人的秋收
景象犹如一幅幅美丽画卷，格外壮观迷人。

图①为朝阳市双塔区桃花吐镇白腰村秋景
如画。图②为北票市南八家乡农民在收玉米。
图③为双塔区李家窝铺村大白菜丰收。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金秋喜丰收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大
连市民王守金想在中山区人民路办
一家餐饮店。在中山区政务服务大
厅办理营业执照时，让他喜出望外的
是，在一个窗口，他同步拿到了小餐
饮许可证。

“真是没想到，我只是提交了身
份证、租用营业场所合同等必备要
件，不到一个小时，办理人员就告诉
我，执照和许可证一起办妥了。”王守
金以前办理过相关业务，“以前营业
执照和许可证是分开办的，要两头
跑，现在真是方便多了。”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制度交
易性成本，中山区创新推出“证照联
办”改革，改变以往营业执照和许可
证“多头受理、串联审批、分步办结”
的传统模式，将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
同步受理、资料共享、联审联办、统一

发证，一体化实现准入准营，最大程
度地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少企
业和群众的跑动次数。

中山区依托区政务服务大厅新
办企业专区和“一件事一次办”专区，
设置“证照联办”专窗。在这里，按照

“证随照办”原则，申办营业执照和申
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小餐饮经营许
可、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等 6项许可
实现同步申办、同步审批。

据了解，企业、群众在办理“证
照联办”业务时，不仅可以享受窗口
提供的全程免费咨询指导、制文打
印服务，还可以同步“一站式”办理
银行、税务、印章、社保、公积金等新
办市场主体全套业务。对于有邮寄
需求的，政务服务大厅安排专人负
责将全套办理结果免费快递到申请
人手中。

大连市中山区“证照联办”
实现准入准营同步

本报讯 盘锦市盘山县加强科
技型企业培育，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高聚物抗紫
外线防老化助剂的高科技型企业，巨
奇塑胶（辽宁）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
快速发展壮大，目前已跻身盘山县规
模以上企业行列，并顺利通过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审核验收。今年 7
月，企业与大连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盘
锦产业技术研究院，进一步加强抗静
电、阻燃等功能型色母粒产品研发。
目前，研究院拥有研发人员 7 人、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不久前，企
业被盘山县列入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雏鹰企业培育库，给予重点指

导服务。
盘山县坚持把产业发展与创新

驱动有机结合，围绕石油及精细化
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
极发挥全县 38 家工业企业研发中
心、26 家高科技技术企业的领军作
用，有针对性地促进科研成果与企业
需求有效对接，推进产学研用合作，
全力帮助一批重点企业钻研核心技
术，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之
路。盘山县力争到 2025 年，培育科
技型中小企业 45 家、高新技术企业
35家，建设高水平产业技术研究院 2
家以上，企业研发机构达到 40家，促
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郑 威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山县以科技创新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十
一”假期，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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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开足
马力生产，全力保供西气东输项目建设。

10 月 8 日，记者获悉，自 9 月 27
日以来，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制管一、二机组和内防腐外防腐两条
生产线开足马力，全面投入西气东输
四线（西四线）项目建设，全力为西四
线项目全速生产保供。

“保供西四线是公司当前的头等
政治任务，务必要以最优质量、最快
速度保供交货。”在辽阳钢管公司工
作例会上，执行董事、总经理马国光
如是说。

据介绍，作为国家“十四五”石油
天然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气东输
四线是继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
天然气管道之后，连接中亚和中国的
又一条能源战略大通道。工程起自
中吉边境新疆乌恰县伊尔克什坦，经
轮南、吐鲁番至宁夏中卫，管道全长

约 3340公里。辽阳石油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承揽的施工段预计年底前实
现全线贯通，对钢管供应商提出了

“极速”保供需求。
为满足西四线项目施工进度，辽

阳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科学布局，
统筹部署项目保供工作，以原料保供
为前提，以质量管控为核心，以生产
效率为抓手，采用“上层建框架，下方
织网格”的模式积极与钢厂对接，实
时盯催原料进度；生产部门与营销部
门紧密衔接，按照项目部的指令，精
细编制生产作业计划，组织协调发运
车辆；制管分厂采用数据化调型模
式，严格执行内控标准，精控管端几
何尺寸，自两条生产线同时投入生产
以来，运行平稳顺畅，日产钢管 1.7公
里以上；防腐分厂抢抓生产间隙的有
利时机，提前对重点工序设备进行维
保，日均生产防腐管 120 根以上；厂
内发运、倒运、接卸物流顺畅，各岗位
员工充分发挥一岗多能作用，确保西
四线项目用管第一时间装车发运。

辽阳石油钢管公司开足马力
保供西气东输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10 月 8 日获悉，为深入推进简政
放权，沈阳市政府决定优化调整 438
项行政职权事项，通过腾、归、调、
合、联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更便捷高
效，让企业、群众办事的成本更低、
体验更优。

此次优化调整的438项行政职权
事项共分六大类。其中，纳入事项

“冷藏库”管理的“僵尸事项”112项、
转为“进厅上网负面清单”事项47项、
转为非依申请事项94项、转为内部环

节事项 20项、实现多级联办事项 122
项、调整行政审批职权事项43项。

“办理超高车辆或机械通过架空
电力线路保护区许可”等 20 个部门
的 112 项事项，被列为“僵尸事项”，
以“腾”的方式优化调整职能。依托
沈阳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其纳
入事项“冷藏库”，移出政务服务大厅
窗口。政务服务网只展示事项清单，
产生业务时采取“一事一议、即来即
办”的方式办理。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核

发”等 9个部门的 47项事项，列为不
宜进厅上网办理事项，以“归”的方式
归还职能部门，纳入“进厅上网负面
清单”管理。负面清单内事项可不进
驻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可不通过沈阳
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涉密事项办
事指南不全量面向公众公布。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等 22
个部门的 94 项事项，调整为非依申
请办理类事项，以“调”的方式转为依
职权行使事项，不再纳入政务服务事
项管理范畴。

“公租房实物配租”等 3 个部门
的 20 项事项，调整为内部环节，以

“合”的方式合并至其他事项的关联
办理环节，通过政府内部的流程再

造，整合成“一件事”方式联合办理，
不单独面向申请人。

“律师执业许可”等 9 个部门的
122项多层级申报事项，转为多级联办
事项，以“联”的方式通过线上协同实
现跨层级联办，仅保留首办部门网上
申报入口，审核、审批等环节依托平台
进行线上流转，无须申请人逐级申报。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等9个部门
的 43项事项依法进行调整。按照我
省关于全面清查整改违法违规下放事
项的有关要求，结合沈阳市关于调整
权责事项清单的有关规定，梳理形成
依法新增或调整行政职权事项43项，
其中收回市级部门审批16项、调整办
理方式2项、取消5项、新增20项。

沈阳优化调整438项行政职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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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丰收时。9月下旬，
秋色晕染下的大地片片金黄，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虎掌沟村迎
来绿色的丰收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田
野里，虎掌沟村党支部书记姚凤刚
就开始指挥收割机向谷子地驶
去。专业的杂粮收割机一开到田
里，就立刻驰骋收割“战场”，一排
排谷子被迅速卷入收割机，切割、
脱粒，一气呵成。

等到收割机“吐”出来的谷粒
装满一辆农机运输车，太阳已经高

高升起。农机手载着满车的谷粒，
向 3 公里外的东奇谷物种植家庭
农场驶去。巨大的晒谷场上，一行
行金灿灿的谷粒整齐地码放着，接
下来，这些谷粒将彻底晒干水分、
入库保存。

虎掌沟村地处辽宁与内蒙古
边界，山地较多，农民一年到头种
田却只够养家糊口。如何让村民
在家门口致富增收？2014 年，驻
村工作队来到村里，绿色种植的观
念让姚凤刚大受启发。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因地制宜发展

杂粮产业，创立了“佑安古镇”杂粮
品牌。如今，虎掌沟村有四成耕地
种植绿色食品，8个农产品获得农
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
认证。佑安古镇杂粮品牌产品远
销省内外，电商销售也非常火爆。
合作社还吸纳村民务工，有效提高
了村民的收入。

在农场的产品展示区，多款规
格、种类不同的绿色杂粮整齐地摆
放着。姚凤刚笑着介绍：“我们严
格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种植，复合
肥减半，上农家肥，杂粮的品质、色

泽、口感都非常好。”
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的推

动下，绿色种植产业有效带动了阜
新地区农民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阜新市绿色食品种植面
积达 15.78 万亩，获批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 5 个，申报绿色企业 23
家，绿标产品达 61 个，涵盖小米、
高粱米、黑豆等种类。

姚凤刚说：“将来我们要继续
扩大绿色杂粮的种植面积，拉长产
业链，增加附加值，让村民更多地
受益。”

绿色种植种出好年景
本报记者 田 甜

10月7日，走进瓦轴集团风电轴
承公司，只见生产线上正在加工大型
风电轴承，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正在加工的是客户急需
的 新 型 变 桨 轴 承 ，今 天 要 出 产 一
批，客户正等着装机。”风电轴承公
司生产管理部部长张鑫磊说，新型
变桨轴承运转精度高、壁厚薄、承
载力大，对机械加工精度、表面硬
化层深度及均匀性、滚道硬度等要
求高，制造难度特别大。公司通过
优 化 加 工 工 艺 ，不 断 提 高 生 产 效
率。“四季度，随着我们与国内风电
行业领军企业联合研发的新结构
风电轴承陆续批量投产，我们的大
兆瓦风电轴承月产量将创新高。”
张鑫磊信心满满。

低碳发展蔚然成风，风电行业

迎来快速发展期。进入四季度，瓦
轴集团风电全系列轴承订单快速
增长。

在瓦轴集团传动轴承公司生产
现场，生产管理部部长张大伟正在组
织风电齿轮箱轴承的生产。“今年以
来，齿轮箱轴承订单呈直线上升态
势 ，1 月 至 9 月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125%。”张大伟说，“四季度，订单承
揽量创新高，我们有信心创造生产新
纪录。”

不仅是风电系列轴承，瓦轴集团
轨道交通系列轴承、盾构机刀盘轴
承、精密机床轴承、钢铁轧机轴承等
中高端轴承订单也稳步增长。公司
各生产单位从10月4日开始，开足马
力赶订单、抢进度，拼出瓦轴发展“加
速度”。

订单增长快 节日加班忙
鞠家田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0 月
8 日上午，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满
载 50 个集装箱货物的中欧班列“铁
岭号”缓缓驶出东北（铁岭）国际陆港
暨辽宁国际多式联运枢纽基地铁路
站台。该趟班列一路向北，经满洲里
铁路口岸出境，开行15天后，将抵达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作为铁岭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务实举
措，中欧班列“铁岭号”的成功首发，
标志着东北（铁岭）国际陆港暨辽宁
国际多式联运枢纽基地项目正式落
地。下一步，铁岭市将充分发挥地

处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物流节点的
区位优势，利用铁岭保税物流中心
与铁路物流基地的通道优势和集成
开放政策，把“区港一体”的地缘优
势、“入区退税”的政策优势、“大宗
货物集散”和“国际货物中转”等功
能优势充分结合起来，让通关企业
既能享受国际货运班列的便利服
务、降低综合运输成本，又能享受保
税物流中心出口提前退税、国际货
物中转等优惠政策，进而打造辽宁
RCEP 国 际 货 运 列 车 集 结 分 拨 中
心、东北内陆转口贸易基地、全国公
铁海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打造“保税物流+国际班列”联动模式

中欧班列“铁岭号”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