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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23
家企业陆续登台，把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辽宁省潜在独角兽
企业、辽宁省瞪羚企业的牌匾捧在手
里；3 个项目依次亮相，详细发布应
用场景，广递诚意合作“橄榄枝”。在
1 月 11 日举行的“科创中国、数创未
来”中关村数字经济·沈阳高端对话
暨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成
立三周年大会上，创新、合作、企业、
项目当仁不让地成为受人瞩目的主
角。据了解，沈阳市铁西区与北京中
关村深度携手三年来，“雨林型”创新
体系繁荣生长，创新生态日益完善，
为区域加快转型升级、引育壮大新动
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雨林型”创新体系是指为企业
由“种子、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营
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环境。

产业升级需要创新赋能，成果转

化需要场景应用。在京沈对口合作
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沈阳铁西区与
北京中关村共同规划建设沈阳·中关
村项目，以“一中心、一基地、一园区”
即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沈
阳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沈阳中关村
科技园区为支撑，全面推进体制机
制、政策保障、产业发展、服务配套、
空间规划、金融支持“六大协同”，合
力构建立足沈阳、面向辽宁、辐射东
北的“最中关村”创新生态体系。
2020年 1月，“一中心”——沈阳中关
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投入运行，首批
企业、项目集中落户。以此为标志，
沈阳·中关村项目实质性启动建设。

三年来，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
新中心在科创企业服务、科技资源导
入、创新生态打造等方面充分贡献中
关村力量，累计服务企业 2500余家，
链接京沈两地创新服务机构 60 余

家，举办品牌论坛、京沈汇等创新活
动 200余场。企业成长训练营、企业
家沙龙、创新中国行等活动成为品
牌，让创业者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北
京中关村的创新资源和创业指导。

沈阳市铁西区充分发挥工业基
地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和丰富的应
用场景优势，有效叠加北京的科技资
源优势，探索出一条“新时代信息技
术+先进装备制造”的创新之路。“星
火·链网”超级节点、新型工业网络实
验室、奇安信网络安全工程实验室等
一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继落户。目
前，全区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 1595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91家，国家及
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达21家
和 35家。日前公布的 2022年度辽宁
省潜在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全省有4家
企业入选，位于中德装备园的沈阳微
控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生态“雨林”阳光雨水丰沛，更多
的创新“种子”破土成长。当天的大
会上，沈阳工业大学创新港项目、中
德（沈阳）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
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发布
应用场景。其中，沈阳工业大学创新
港项目将充分融合铁西区的政策支
持、产业优势和沈阳工业大学的科技
与人才优势，构筑政府、企业、高校、
金融服务体系“四位一体”的发展格
局；中德（沈阳）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为铁西区全力打造的科技创新服
务引擎，充分发挥面向企业的服务平
台、产业投资的出资平台、科创载体
的运营平台、企业纾困的运作平台作
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辽宁盛京英
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通过市场化、专
业化的股权投资，为全面落实省兴辽
英才计划和沈阳市兴沈英才计划提
供金融保障。

沈阳·中关村“雨林型”创新体系繁荣生长
3年来，累计服务企业 2500余家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日，
省科技厅发布《关于公布 2022 年辽
宁省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的通知》，
锦州市有 26 家企业入选，其中辽宁
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联
友博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入选
瞪羚企业，锦州航星船舶科技有限公
司、锦州市宝科电器有限公司、辽宁
宏拓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22家企业入选雏鹰企业。

2022 年，锦州市出台《锦州市
“爆双深”企业培育实施方案（2022-
2025 年）》，将认定的瞪羚企业后补

助标准由 5万元提高到 20万元；对新
认定的雏鹰企业给予 5 万元后补
助。对新获批备案的国家、省科技企
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
后补助；对新获批备案的国家、省众
创空间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后
补助。同时，锦州市科技局提前谋
划，全程指导，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进行申报。

截至 1月 10日，锦州市累计拥有
瞪羚雏鹰企业 104家，其中瞪羚企业
26家、雏鹰企业 78家，总量居全省第
五位。

锦州瞪羚雏鹰企业已超百家

本报讯 记者王海涛报道 1
月 7日，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
新项目正式开工。这一项目是事关
朝阳市长远发展的民生工程，旨在将
十家子河片区打造成水城共荣的生
态纽带、传承创新的时代走廊和复合
多元的活力新区。

2022年 3月以来，为进一步落实
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朝
阳市委、市政府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反
复论证，决定启动实施十家子河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提出坚持“治山、治水、
治城”一体推进，坚持绿色可持续发
展，加快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坚持
城市建设与生态环保相结合、城市绿
廊与凌河湿地带相衔接、城市防洪与
道路交通相匹配的原则，着眼长远，系
统谋划，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十家子河
项目建设，努力把十家子河片区打造

成为城区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示范
区，为朝阳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态活力。

项目建设期为 2年，主要建设内
容分为三部分：十家子河综合治理工
程，包括 9.3 公里堤防布置、河道疏
浚、新建拦河坝、生态湿地、植物护堤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十家子
河两岸坝上 11.16公里城市道路更新
改造，新建 3 座桥梁及其附属工程；
一站式文旅智慧共享公共服务街区
160亩，总建筑面积 6.6万平方米。

朝阳市十家子河片区城市更新
（一期）项目被省发改委列为全省“十
四五”和 2023 年重大项目。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丰富
城市内涵、提高城市品位、改善人居
环境，让群众享受更多绿色福利，增
进群众的生态福祉，并由此拉开大凌
河时代转向十家子河时代的序幕。

朝阳十家子河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开工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
前，大雅河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主体工
程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单项验收工作。

大雅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本溪
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距桓仁满族
自治县县城 40公里。工程估算总投
资 105亿元，建成后年抽水电量达 35
亿千瓦时，年发电量 27亿千瓦时，年
利税约 2亿元。

大雅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为一
等大（1）型工程，主要建筑物为 1级，
次要建筑物为 3级，电站枢纽建筑物

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和下
水库四部分组成。其中，下水库工程
总投资 4.65 亿元，水库大坝总库容
3574万立方米，最大泄量每秒 2538.5
立方米。

在下水库工程建成的同时，大雅
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可研报告完成
审查，力争 2023年 4月开工建设。

据介绍，项目设计工期为 77 个
月，电站装机 160 万千瓦时，将在系
统中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相、负荷
备用和紧急事故备用任务。

大雅河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
主体工程完工

春节将至，天然气保供工作进入
关键阶段。国家管网大连 LNG 接收
站作为东北液化天然气保供第一站，
抓安全保生产，开足马力保民生。1
月10日至11日，大连LNG接收站“一
离一泊”完成新年首船“卡姆诺斯”号
和第二船“瓦伦西亚”号的接卸任务，
共卸载液化天然气14万吨（折合30万
方），接收站总储气量达16.71万吨（折
合 38.34 万方），足够我省 350 万个家
庭一个冬供期的用气量，切实攒足保
供“底气”。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船岸
连接，准备卸船。

本报记者 杨丽娟 文
于 杨 摄

开足马力
保障天然气供应

数九寒冬，在铁岭市西丰县振兴
镇宝海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栋
栋数字化智能大棚格外引人注目。
棚内，菇香四溢，沁人心脾，一个个菌
棒整齐地排列在铁架上，菌棒上的香
菇肥厚饱满，长势喜人。几名工人正
在采摘、装篮，一派丰收的忙碌景象。

冬菇大丰收、效益好，源于合作
社的新式大棚以及种植方式的改
变——由传统地摊式摆放改为立体
架式栽培，配备温控智能空调，通过
全热式空调交换和空气加湿系统，实
时控制棚内的温度、湿度以及二氧化
碳浓度，营造出最佳的出菇环境。

“我们是2018年建的大棚，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2021年又新建4座
高标准智能化立体式大棚。”合作社
负责人纪宝海兴奋地说，“新大棚采
用架式栽培，让菌棒住上‘小洋楼’，
还吹上了空调。香菇干物质多了、水
分少了，品质更好，身价倍增。去年
9月我们尝试种植的这批冬菇，比地
戳菇一斤能多卖一块五六毛钱。”

据纪宝海介绍，应用立体栽培技
术后，种出的冬菇质量高、价格好、采
收方便，还大大增加了单位面积产
量，效益翻番增长。“地戳大棚 9 米
宽、50 米长，一棚最多能摆 8500 棒。

立体式大棚10米宽、30米长，一棚能
摆2.24万棒，顶过去3个大棚。”

架式栽培、科技赋能，香菇不但
为合作社的菇农撑起“致富伞”，也让
村民多了一份收入。“往年，香菇只能
从春天采到秋天。如今，冬天也能采
收。冬季到合作社采冬菇，俺们能多
挣不少钱呢！”振兴村村民楚香菊说。

作为辽北著名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近年来，振兴镇积极鼓励扶持数
字智能技术进大棚，发展智慧农业，
加速产业升级。2021 年，利用乡村
振兴资金，在宝海食用菌种植合作社
建成拥有 4 栋标准化智能大棚的香

菇种植小区。每栋大棚每批次投放
18720袋菌棒，每年循环投放6批次，
在人工模拟最佳的出菇环境下，60
天即可完成出菇过程。这样，整个小
区一年就是 45 万袋菌棒，能采收鲜
品食用菌300吨，实现产值300万元、
利润120万元。

智能大棚的投入使用，使香菇的
单位面积产量、产值大幅提升，不仅
实现了提质增效的目的，而且填补了
西丰县冬菇生产的空白。“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加大对食用菌产业的扶持
力度，让我们振兴镇通过产业振兴实
现乡村振兴。”振兴镇镇长张永波说。

菌棒住上“小洋楼”香菇撑起“致富伞”
李晓飞 万 莉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
月10日，记者从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获
悉 ，2022 年 大 连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达
448.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7%。
根据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统计
结果，两项数据均居全省首位。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秉承“经济发
展、电力先行”理念，充分发挥央企的

“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2022年，500千伏红沿河6
号机组、冷家500千伏变电站等大型

基建项目顺利投运送电，华能第二热
电厂2火电机组并网，超前满足220千
伏晶圆变电站等12项工程的用电需
求，为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力赋
能。聚焦“清洁能源强省”发展战略，
完成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建设，深
能垃圾电厂66千伏送出工程提前1年
送电，统筹推进能源电力消纳“一张
网”融合发展，助力地区能源转型和

“双碳”目标落地。发布优化电力营商
环境20项举措，减轻企业用电压力。

大连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
领跑全省

220千伏丰田输变电工程投运，为阜新13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电网保障——

服务清洁能源 助力绿色发展

政企合作畅通绿电外送“高速路”

阜新地区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这成为
全省发展风光产业、加快迈向低碳城市的重
要资源优势。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认真落实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和

《辽宁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各项要求，
以多方式、多载体组织专题学习，研究部署
实施计划和落实措施，全面推进新能源补强
及送出工程建设，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和外
送能力。

搭乘“双碳”政策的东风，锚定清洁能源发
展大势，2022年，国网辽宁电力与阜新市政府
签署协议，加快推动新能源配套电网工程建
设。“这是政企合作关系的再深入、再深化、再
提升，是推进阜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有力举
措，对打造阜新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具有重
大推动作用。”阜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说。

国网辽宁电力坚持“一盘棋”的电网建设
布局，“十四五”时期将新增2条辽西到辽中、
1条辽北到辽中新能源输送大通道，新建 4座

和扩建4座500千伏变电站，新建66千伏及以
上变电站368座、输电线路1.6万千米，形成以
500千伏电网为主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
的坚强智能电网，充分发挥电网在保供电、促
转型和稳增长中的“排头兵”作用。

国网辽宁电力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的原则，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电网工
程建设，建立定期协商机制和跟踪推进机制，
加快构建辽宁新型电力系统。预计到“十五
五”末，将服务辽宁建成风电、光伏发电、核
电、抽水蓄能等千万千瓦级的清洁能源基地。

发挥属地优势加快推进电网建设

丰田输变电工程是省重点项目，于2022年
3月20日开工，12月31日投运。工程新建220
千伏开关站1座，新建线路61.5千米、铁塔169
基，建成后可汇集来自阜新地区平安地、天海、
丰田、阜光、西六家子5个风场的电力，并将这
些风电并入电网服务千家万户。

“阜新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协调，帮助
解决了施工遇到的房屋动迁、林业手续办理
等难题，为后期推进工程建设提供了保障。”

国网辽宁电力相关负责人说。
工程建设过程中，阜新供电公司积极与

属地政府及各级部门沟通，开辟绿色通道，保
障物资、施工人员、验收人员顺利到达现场，
确保高质量、按期限完成建设任务。阜新市
政府成立新能源电网建设工程工作专班，从
项目规划、简化审批、优先保障用地等方面入
手，研究解决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用地用林指
标等21项难题。

2022年12月10日，220千伏丰田输变电工
程现场，300 多人正在组塔架线、安装电气设
备。“该工程建成后，将打通阜新地区风电、光
伏发电等新能源送出通道，为阜新打造千万千
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奠定基础，促进辽西地区
融入京津冀发展。”项目经理王心贺说。

为更好地服务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
今年，阜新 220千伏丰田开关站将升压为 500
千伏变电站。届时，500 千伏阜新变电站和
500 千伏朝阳川州变电站与内蒙古自治区电
网、辽宁中部电网相连，打通一条电力外送大
通道，为辽宁及周边地区源源不断输送绿色
清洁能源。

高效服务助风光项目早接网

2022 年 12 月 31 日，阜新市阜光风电场
4.9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网投产。“在地方政府
和电力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各个环节十
分顺畅，为风电场加快并网创造了便利。”风
电场项目负责人许铁军说。

为助推新能源项目尽快实施，国网辽宁
电力协同阜新供电公司主动上门了解项目电
力需求，开辟风电并网审批绿色通道，加快新
能源项目并网设计审查、工程验收等流程速
度，为新能源项目并网提供有力支撑。

国网辽宁电力按照“应并尽并、能并早
并”的要求，开设线上、线下新能源接网“一站
式”服务窗口，成立新能源接网服务柔性团
队，明确接网前期关键环节及流程标准，提供
从接入受理、合同管理到并网验收一条龙服
务，推动新能源项目科学有序并网。

2022 年，辽宁省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241.79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 371.14 亿千瓦
时，同比提高 18.98%；新能源利用率 98.71%，
同比提高 0.49 个百分点，新能源发展和消纳
达到新水平。

魏晓丽

1月12日，在阜新220千伏丰田开关站场区内，国网辽宁阜新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正在对设备接点进行测
温，新设备投运后运行平稳，未发现异常。

丰田开关站是220千伏丰田输变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宁省“十四五”时期重要的新能源配套工程，也
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服务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的重点项目。该工程将为阜新13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建设

提供坚强的电网保障，大幅提升电网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核心
提示

阜新220千伏丰田开关站。 徐海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