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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3 月 21 日获悉，沈阳市制定 10 项重
点扶持政策，推动提升预制菜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现代化水平，全
力构建产业链条完整、技术水平先
进、质量标准规范、基础配套完善、
菜品种类丰富、具有鲜明辽沈地域
特色的预制菜产业体系。计划到
2025 年，建成百亿元产值预制菜产
业集群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预制菜
品牌基地。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预制菜产业呈现高速
发展态势，其中，沈阳市凭借稻米、
蔬菜、畜牧等五大产业链积累的雄
厚产业基础，预制菜产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沈阳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中，有近一半在发展预
制菜相关产业，已形成以华美畜禽

等为代表的肉类加工企业、以重工
食品等为代表的熟食品加工企业、
以国字菜篮子等为代表的央厨产品
加工企业、以康福食品等为代表的
主食类加工企业、以安邦海得等为
代表的冷链物流雁阵形预制菜企业
矩阵。据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
长李斌介绍，随着消费升级及冷链
物流的布局，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将突破 8300 亿元，
2026年有望成为万亿级产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进一步提
振了沈阳市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
的信心。在市级层面，沈阳市以培
育预制菜示范企业、组建预制菜产
业联盟、打造预制菜产业集聚区、
扶持预制菜产业园区、搭建科技服

务平台、推出系列预制菜产品等十
个方面为重点，壮大龙头企业、创
建区域品牌、推动预制菜产业规模
化发展。作为我省唯一年产值达
到 300 亿元的农产品加工集聚区以
及东北最大、集聚度最高的农产品
深加工基地，沈北新区规划了 3840
亩的预制菜产业园，布局预制菜原
料基地、电商直播基地、预制菜生
产包装等产业功能，打造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

预制菜产业一头连着田间地
头，一头连着消费者的餐桌。在备
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方面，沈阳市完
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通过建设集追溯服务、信
用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预制菜综合
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全程标准

化管理。
目前，沈阳市已将推进预制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食品产业链发
展规划，并出台 10 项政策“真金白
银”地扶持预制菜产业发展，包括在
支持壮大预制菜龙头企业方面，对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投资额
的 1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 1000 万
元；对辽中、新民、法库、康平、沈北
5 个县（市）区内符合条件的集聚区
基础设施项目，一次性补助 2000 万
元；支持预制菜企业开展“揭榜挂
帅”技术攻关，对中榜企业按项目技
术合同额的 50%给予补助，最高不
超过 300 万元；支持创新预制菜营
销模式，对达到 200 个展位以上的
预制菜展会，每个展位补助 400 元，
最高补助 150万元等。

沈阳到2025年建成百亿元预制菜产业集群
10项政策“真金白银”扶持产业发展

长吊臂挥舞，挖沟机轰鸣，大型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头戴安全帽的施
工队伍精神抖擞……3月 20日，在辽
阳市首山经济开发区的菱镁产业园
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气腾腾的开工
场景。

作为辽阳市唯一的菱镁产业园
区，辽阳县菱镁产业园核心区位于兴
隆大街西段两侧，紧邻沈大高速辽阳
县出入口。项目计划总投资 2.4 亿
元，总用地规模约 1756亩，承载着辽
阳市打造金属材料精深加工基地“主
战场”的新希望。

现场正在施工的是给排水工程
和新建道路工程。一辆辆铲车不断
将挖出的泥土运送出去，围起来的产
业园地面逐渐清理平整。3250平方
米的辽阳县菱镁产业园综合服务中
心楼体已接近完工，工人们正在切割
钢筋，做内部装修。据介绍，园区今
年年底前将完成全部建设内容，达到

“七通一平”的配套条件，基本满足入
园企业的项目建设需求。

新的菱镁产业园带来的是辽阳
县乃至辽阳市菱镁产业新的发展理
念。据首山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建成后的菱镁产业园将改变以
菱镁资源开采为主的传统产业模式，
依托辽阳县丰富的菱镁资源和良好
的产业基础，进一步做强镁质耐火材
料产业，做精镁质化工材料产业，做
大镁质新型材料产业，全力打造世界
级镁质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产业融
合发展、绿色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
菱镁产业“美”起来。

菱镁产业园的建设开工吹响了
辽阳县加快菱镁产业发展的冲锋
号。到目前，辽阳县在菱镁方面已经
基本完成矿山整合，10 个采矿权整
合为 5 个；镁鑫科技年产 500 万平方
米高端镁建材生产线已投产运行；下
一步，将推动华信科技、博仕菱镁研

究院等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密切与
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提升科技成
果的本地产业化率……

以此为契机，今年刚开年，围绕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辽阳县把
做强做精冶金产业、打造金属材料精
深加工基地作为重头戏，积极延伸金
属材料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加快“补
链、延链、强链”，补齐发展短板。一
天不耽误、一刻不懈怠，全力以赴抢
时间、拼进度，确保一季度开门红。
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正在加
速形成。

辽宁是菱镁资源大省，储藏量约
占全国总量的85%。但是以往，辽宁
的菱镁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是氧化镁烧
制和耐火材料生产，在市场上越来越
受欢迎的高附加值镁建材产业产值基

本为零，急需进行产业升级改造。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在辽宁

提出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
章”，深度开发“原字号”，践行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实践下，辽阳
县在发展高端绿色镁建材产业、全力
打造菱镁全产业链生态方面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以具备年产 500 万平方米镁基
建材板生产能力的辽宁镁鑫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当地有
矿山，原材料充足；组建了高水平的
研发队伍，获得镁质胶凝材料核心
专利 30 余项；生产的镁建材产品具
有最高等级的 A1 级防火性能和最
优的 E0 级环保品质；由原材料到研
发、生产、销售形成一条龙，产品供
不应求。

实践表明，要想获得高附加值，
就不能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科技创
新的高质量发展才是必由之路。

科技创新让菱镁产业“美”起来
本报记者 许 刚

近日，记者在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
团有限公司金属结构车间看到，该车间以

“数字化建设”为手段，通过引入焊接机器
人、法兰机器人等智能化生产设备，让老车

间旧貌换新颜。这些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保证了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

图①为焊接机器人在工作中。

图②为工人操控焊接机器人焊接产品。
图③为引进法兰机器人自动加工流水线

后，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

引入工业机器人 老车间迈入智能制造新时代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
前，本溪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农作物种
子市场执法检查，保障春耕生产农业
用种安全。

此次执法检查是按照省农业农
村厅和本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2023
年春季农作物种子监管专项行动方
案》要求，规范种子市场经营秩序，提
高种子质量。经过对本溪市区 25家
种子经营主体的检查，目前全市玉
米、水稻、大豆、花生、马铃薯等种子
市场备实量充足，完全能够满足春耕

备耕生产的用种需求。
目前，本溪市主要农作物种子市

场已全部启动，虽然种子价格较往年
略有上涨，但种子门店销售渐入佳
境 ，目 前 全 市 种 子 市 场 启 动 率 为
100%，种子下摆比率达 80%以上。
本溪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依法有序、
深入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切
实维护公平竞争，净化种业市场，提
高经营者依法经营与服务意识，防止
套牌侵权、假劣种子和侵犯品种权种
子进入市场。

本溪开展
农作物种子市场执法检查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紧要关
头。为做好今春用肥保供工作，自大
年初七开始，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
限公司便启动了“保春耕大干一百
天”行动，工人加班加点忙生产。

位于铁岭市清河区的辽宁金正
大公司是当地引进的复合肥生产龙
头企业。3月 20日，记者走进辽宁金
正大公司厂区，只见生产车间里，伴
随着回转窑和造粒机隆隆作响，由磷
酸与合成氨稀释成的液态原料烘焙
成固体原料后，被制成颗粒肥。成品
包装车间里，机器人不停地摆动手
臂，抓运一袋袋复合肥。目前，公司
正全员上岗，开足马力保供应；营销
人员全部下沉一线，指导科学施肥。

“根据国家提出的减肥增效、保
护黑土地等政策要求，提升耕地质
量、促进作物高产的新型肥料已成为
行业发展方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公司引进德国施诺德增效技
术，并结合自主研发的控释、土壤修
复改良等技术，对全系产品进行升
级，持续推广‘三减三提升’生态种植
模式，全力守护生态良性发展。”

据介绍，根据东北地区的区域差
异，近年来，辽宁金正大公司不断加
大新产品研发力度。目前，已研发出
适合本地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生
长的专用肥以及适用于经济作物的
水溶肥，并在东北地区进行大面积示
范推广。

“与传统肥料相比，这些新型肥
料可减少化肥使用量 1/4 至 1/3，氮
肥利用率提高 50%以上，使作物增产
10%以上，大大减轻了因过量施肥对
环境造成的污染，对实现节肥省工、
绿色环保、提高施肥效率以及实现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多赢具有重要意
义。”公司综合部经理刘兆宪说。

全力释放产能保春耕用肥
刘 超 本报记者 狄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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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3月21日获悉，由大连市主导制定的
两项关于“信息技术、IT赋能服务业
务过程外包”的国际标准近日正式颁
布实施。目前，大连市在软件信息技
术服务外包领域国际标准制定数量
方面持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这两项国际标准分别是 ISO/
IEC 30105-4:2022《信息技术 IT 赋
能服务业务过程外包（ITES-BPO）
生存周期过程 第4部分：关键概念》
和 ISO/IEC 30105-8:2022《信息技
术 IT 赋 能 服 务 业 务 过 程 外 包

（ITES-BPO）生存周期过程 第 8 部
分 ：ITES- BPO 的 持 续 绩 效 改 进

（CPI）》。其中，前者能帮助客户和
外包服务提供商获得更显著的商业
回报，并为相关服务提供方提供科学

的指引及行业最佳实践。后者使企
业在健康化、效率化、稳定化、标准化
方面持续保持卓越运营标准，提高国
际市场竞争力。

两项国际标准重新划分了外包
行业国际市场的分工，创造了更多
就业机会，增加人才需求，扩大行业
规模，为大连市乃至全国人才培养、
定制国际高标准人才、提升能力等
提供了培养基础及孵化环境，同时
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标准的发布
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大连市信息技
术产业在国内外技术领域标准的话
语权和行业技术掌控权，巩固了信
息技术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先地
位，更好地助力我国在信息技术服
务外包领域国际标准化中居于主导
地位。

大连主导制定的两项国际标准
颁布实施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近
日，丹东市根据农机作业特点和春耕
农机作业生产情况，开展农机安全生
产专项行动，助力春耕生产，拧紧“安
全阀”。

连日来，丹东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的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场院，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严查农机脱检、无牌
无证操作、酒后驾驶、非法载人等违
法违规行为，特别是针对安全设施不
全、安全防护不到位、机具状态不符
合要求等问题，做到快查快改、立查
立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执法人员深入农机合作社、农机
从业者家中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安全
风险防范、机具安全操作、安全指导

服务、道路交通安全和农机安全生产
法规宣传教育，指导农机从业者树立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加强
农机从业者的知法、守法意识，提高
农机从业者在预防农机事故和春季
防火及应对寒潮、大风恶劣气候的风
险防范、自救互救、避险逃生能力，让
农机安全生产常识和安全理念“进村
入户”。

执法人员建立辖区农机安全监
管微信群，以教育引导、学习互动、工
作交流、舆情监测为重点内容进行信
息编制发送，做到有问有答、相互学
习、警示提醒、共同提高，着力解决农
机从业者与生产一线“最后一公里”
的安全问题。

丹东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推出公益行动
100位白内障患者每只眼可获手术补贴500元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打开这扇窗，就可
以看到千姿百态的世界。我们从小就知道
要好好保护眼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
难免会下降。

你有关心过父母的视力健康吗？近年
来，白内障患者人数明显上升并呈年轻化趋
势，作为一种致盲眼病，白内障正在侵蚀中
老年人，甚至年轻人的眼健康，用眼健康需
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众所周知，白内障是一种患者数量庞大
的老年性眼病。目前，被证实能够有效治疗
白内障的方法就是手术治疗，将已经老化混
浊的晶状体置换为清澈透明的人工晶状体，
从而恢复良好的视力。

当白内障进展到膨胀期时，可引起继发
性青光眼，患者会出现剧烈眼胀、眼痛、头疼、
恶心、视力急剧下降等症状，需要及时处理。
并且，一些过熟期白内障还会引起皮质过敏
性葡萄膜炎，表现为眼酸、眼胀、眼红，这些并
发症一旦发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下降
或视野缺损。因此，白内障一旦影响了正常
生活，就应尽早手术，从而改善视觉质量。

为解决更多白内障患者的困扰，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发起
“善行光明·慈爱辽宁”白内障公益慈善行
动，为100位白内障患者每只眼补贴手术费
用500元，辽宁省内的白内障患者现在就可
以申请。

前沿技术
为精准诊疗提供支撑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是爱尔眼科集
团在国内建立的拥有国际化标准的国际院
区，医院按照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标准进
行建设，基于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专家诊
疗、手术技术及优质护理团队，2020年医院
被沈阳市卫健委正式批准为“沈阳市白内障
临床诊疗中心”。

同时，医院还主导成立了爱尔眼科辽宁
省区疑难复杂屈光性白内障会诊中心，制定
多学科联合诊疗（MDT）制度，推出疑难病
症“一站式”科学诊疗服务模式，全国首批老
花白内障门诊、眼科日间手术诊疗中心等均
落户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医院云集国内外权威眼科专家，其中，

高级职称9人、中级职称6人、博士研究生导
师 2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3 人，博士学位占
比25%，具有海外交流培训经历人员比例达
50%以上。

专家领衔
为眼疾患者带来希望

作为眼科白内障领域，也是沈阳爱尔卓
越眼科医院的学术带头人，爱尔眼科医院集
团白内障学组组长、爱尔眼科集团辽宁省区
总院长、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院长张劲松
教授，从事白内障基础及临床研究数十年，
被誉为“晶体大师”。

业务院长马立威教授具有丰富的海外
学习、诊疗及交流经验，曾多次担任国家援
外医疗队白内障手术医生，从医近40年，临
床擅长各种眼科常见病，特别是复杂白内障
及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

副院长兼白内障科主任王静教授留学
归国年轻有为，擅长白内障屈光手术的围
手术期常见及疑难问题的分析处理，熟练
掌握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飞秒激光辅助

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玻璃体消融术等各
种手术。

三位专家领衔爱尔卓越白内障专家团队，
由院长亲自设计手术方案、亲自实施手术，并
用先进的诊疗技术为眼疾患者带来希望。

招募对象
1.60周岁以上的白内障患者；
2.辽宁省内户口；
3.有低保户、五保户、残疾证、退役军人

证件的60周岁以下白内障患者。
补贴政策
1.招募期间，报名患者需到医院完善相

关眼部检查。
2.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手术患者，每只眼

公益补贴500元手术费。
3.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手术患者，可享受

院长级专家及白内障医生团队多对一“量眼
定制”手术方案。

报名方式
电话：024-23169999

400-024-0999
医院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72

号（北约客置地广场北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