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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在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泡子镇怒河土村，润禾玉米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200 亩新品
种酿酒高粱进入蜡熟阶段，再等
待 20天左右就能收割了。

“前一阵雨水来得及时，也
没生病虫害，今年约莫高粱亩产
能达 1400斤，符合预计产量，等
收割的时候我再来！”阜新市农
技专家服务团成员耿博武欣慰
地说。

今年年初，阜新市开展“农
技专家服务团下基层”专项行
动，阜新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组织农技专家采取结对服务

的方式，为 36 个乡镇的种植大
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
龙头企业送点子、送技术、送信
息、送政策。

怒河土村开了一家小酒厂，
以前，酿酒的高粱来自村里零散
种植的普通高粱和外地收购来
的高粱。结合当地实际，专家服
务团为村里引进新品种酿酒高
粱高产示范园项目，并免费提供

“辽糯 11 号”“辽粘 3 号”等新品
种高粱种子以及高效除草剂、杀
菌剂、控旺剂等。

以耿博武为代表的农技专
家三天两头就来到高粱地里，在

关键生长期内开展相应的技术
指导和技术示范，现场“把脉”，
精准“开方”，指导田间管理，解
决技术难题。据耿博武介绍，发
展酿酒高粱种植不仅能有效缓
解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的状况，
也能进一步优化当地种植业结
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截至目前，阜新市现代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的 36名农技专家
累计开展服务 300余人次，帮助
农户解决技术难题70余个，培训
农民近千人。中心还积极邀请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花生产业技
术体系四平实验站、沈阳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的20余名国家及省
级专家参与技术指导和调研。

开展秋收前技术指导、防
止农作物秋吊和早衰、做好秋
收相关准备、检查指导农业机
械的保养维护、指导新型农业
机械使用……进入秋季，专家
服务团成员忙个不停，为农作物
丰产丰收夯实基础。据阜新市
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秋收之后，农技专家
团还要开展畜牧养殖技术培训
等，帮助各乡镇最大限度地发挥
资源优势、创新思路，助力农民
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阜新市农技专家服务团下基层助农丰产丰收——

现场“把脉”精准“开方”
本报记者 田 甜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年，锦州
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资源禀
赋，以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为目标，
依托“红色英雄之城、历史文化之城、滨海
休闲之城、美食飘香之城”的资源优势，构
建“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发展框架，建设
红色旅游新高地、中国最北海岸度假胜
地、东北重点旅游集散地。锦州成功举办
首届文旅招商大会、文旅产业振兴发展大
会。招商大会签约文旅项目 56 个，投资
额达 117亿元。其中，上半年新开工建设
文旅项目 22个，总投资 68.6亿元，年内有
望新增开工项目 12个。

锦州以“英雄城市、锦州不错”品牌创
建为抓手，牢牢把握文旅产业复苏发展机
遇期、关键期，实施重大文旅产业项目带
动战略，推进文旅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对接国内多个顶级文旅企业，发放
“助企惠民”旅游消费券，刺激旅游市场复
苏。启动发行第二期锦州乐游惠民卡，打
造文旅经济新增长点。成功承办省“大地
情深”优秀群众合唱展演活动，举办锦州
乡村春晚、元旦春节秧歌展演、诗歌朗诵
会系列、“文化进万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展演、“讴歌新时代、舞动东湖美”广场
舞大赛等活动。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692
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达 50.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8.2%和 12%。

今年，锦州的文艺精品创作取得丰硕
成果，13部作品参加省艺术节群星奖，参
赛门类、入围总决赛数量居全省首位。上
半年，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演出 29场，成功
承办省合唱展演、省广场舞展演、省优秀
舞台作品展演等 5场。

锦州今年新签约56个文旅项目

本报讯 近日，省科技厅下
达 2023年省农村科技特派行动
计划，共有 8个科技特派团派驻
锦州。本批特派团分别来自渤
海大学、锦州医科大学、省农科
院、省基础医学研究所和中科院

（沈阳）生态所等 5家科研院所，
他们的到来，将为锦州的乡村振
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

今年下派锦州的省级科技
特派团分别是北镇市设施蔬菜
智能控制科技特派团、义县果树
科技特派团、义县设施果蔬科技

特派团、凌海市畜禽疫病防控科
技特派团、古塔区农副产品利用
科技特派团、黑山县中药材科技
特派团、黑山县黑土地保护科技
特派团和义县畜禽养殖技术乡
村振兴科技特派团。

7月，由渤海大学 10名专家
组建的北镇市设施蔬菜智能控
制科技特派团获批，派驻时间为
期 1 年。特派团将围绕北镇市
设施蔬菜智能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发挥物联网技术、新一
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
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人才资源优

势，开展科技创新与技术攻关。
据渤海大学教师崔红霞介

绍，如今，特派团已与北镇市中
安镇、北镇市盛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校企实验基
地。在中安镇设施蔬菜基地安
装了部分物联设备，初步建立
了设施蔬菜种植数据采集系统
和远程监控数字化平台。下一
步，将通过线上、线下技术培训
的方式，为北镇市设施蔬菜从
业人员提供信息技术、物联网
技术、设施蔬菜种植技术等方
面的服务。

近年来，锦州市科技局充分
发挥省级科技特派团的人才资
源优势，创新服务方式，主动作
为，特派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各特派团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
事企业（合作社），开展现场指
导、会议培训、农业知识讲座。
他们创新服务模式，利用电话、
直播、抖音、快手、微信、QQ 等
现代融媒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
特派服务，真正成为农业科技的
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
羊、乡村致富的带头人。

腾 勇 本报记者 崔 治

8个省级科技特派团下派锦州

9 月 4 日，记者在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
镇北甸子村的 600 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精
品展示田看到，玉米株高两米多，茎秆结实，
玉米籽粒饱满，作物长势喜人。今年这片田
亩产至少在1000公斤以上，丰收在望。

北甸子村历史上是土地沙化严重村。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村里经过多年努力，
让沙土变成沃土。以前，一亩地打一吨粮食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的高产让负责这片
玉米田智能水肥精准调控平台的农民笑得
合不拢嘴。

今年，彰武县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总
面积达20.6万亩。为确保各乡镇玉米单产提
升项目按年初既定技术方案实施，全县大力
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土地精准耕整、
自动化精准导航播种、全生育期精准肥水运

筹、病虫害精准防控。与传统玉米种植相比，
项目实施地块亩产能提高300公斤以上。

图①为北甸子村的 600 亩玉米单产提
升工程精品展示田。

图②为通过智能水肥精准调控平台，农
民可以在玉米全生育期精准把控肥水运筹。

图③为丰收在望，农民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昔日沙丘 今变良田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9 月 4
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铁岭市新能源产
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全市建
成并网风力发电 230万千瓦，加上光伏发
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新能源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 274 万千瓦，位居全省第四
位。上半年，全市新能源累计发电量 28.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6%。

铁岭以风、光、生物质等为代表的新
能源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新能源的先天优
势，尤其是风力发电，年发电时长可达
3400 小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0%。在

《辽宁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方案》中，把铁
岭定位成辽宁源网荷储基地，这为铁岭发
展新能源提供了重大机遇。

2006 年，随着昌图协鑫风电第一台
风机并网发电，铁岭风力发电实现从无到

有。2020 年以来，全市新能源产业进入
加速发展阶段，华电、华能、大唐等 30 余
家大型风电企业相继落户。

据介绍，铁岭市将重点围绕源、网、
荷、储四个环节发力，全面推进新能源产
业发展。源，就是电源，到 2025 年，铁岭
市新能源发电装机确保达到 500万千瓦；
网，就是电网，加速推进昌图 500 千伏新
能源汇集站、清河电厂 500千伏主变扩建
工程及相关 220千伏网架补强工程建设，
全面提升新能源上网能力；荷，就是用电
负荷项目，全力引进用电负荷项目，对于
新增投资额超 20亿元的项目给予特殊政
策支持；储，就是储能设施，重点发展抽水
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储能设施。力争到
2030 年，铁岭市建设成为千万千瓦级新
能源基地，实现绿色清洁能源强市目标。

铁岭新能源发电
总装机容量达274万千瓦

产经视线 保丰收 SHIXIAN

9 月 1 日下午，在营口市鲅鱼圈区望
海寨渔港码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后
第一批出海作业的渔船满载而归。各艘

渔船装满了海蜇等海产品，捕捞到今秋
“第一鲜”，渔民开始忙碌起来。

本报特约记者 康广义 摄

鲅鱼圈今秋“第一鲜”上岸

国庆节前，大连博涛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巨型远古海
象机械巨兽、全新研发的能载人会
表演的艺术观览车将分别在河南
郑州、山东烟台的知名景区闪亮登
场。目前，前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中，一个个好消息又接踵而
至——“科技巨兽”的订单排到了
两年后，公司成功入选首批文化和

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我们技术创新中心将以‘文

化+旅游+科技’融合创新发展为
定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旅
装备智能化研究，重点解决大型仿
生演艺装备的共性技术问题，推动
面向文旅的大型仿生演艺装备创
新应用产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国产高端文旅装备。”公司副

总经理王志华说。
说起博涛，其产品的最近一次

高调亮相，是在今年 6月的深圳文
博会上。长 6 米、高 3.5 米、重 2.5
吨的机械动能虎身披机甲、霸气威
武，浑身 50余个可动关节，不仅让
它可以灵活行走、俯首，还可以眨
眼睛、动耳朵，做出不同表情，与观
众互动。一时间，机械动能虎“白
寅君”为辽宁展区引流无数。

业内，博涛有着响当当的名号。
作为一家高科技文旅项目创

意设计公司，博涛自 2005 年成立
以来，核心业务即是为旅游景区、
主题乐园、文商旅综合体等打造城
市级 IP 核心吸引物和“文化+科
技+艺术”相结合的爆款文商旅项
目，在大型仿生演艺装备、特种影
院等高科技文旅领域积累了百余
项知识产权，在技术、创意设计方
面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8年来，博涛以斐然的业绩，
高度匹配其全国高科技文旅行业
龙头企业的身份——

打造了中国球幕影院第一品牌
360°极限飞球，落地城市超80个。

开创巨型仿生机械艺术装置
新品类，先后创作了中华巨马、麒
麟金璃、凤凰机甲、巨熊北北、北极
熊“冬”等影响力巨大的地标型艺

术装置。这些“科技巨兽”不仅成
为各景区的“顶流”，更引领了高科
技新型互动体验形式，极大地丰富
了我国高科技文旅业态。

建立全国首个以机械巨兽为
核心 IP的大连熊洞街文商旅综合
体，为城市更新、工业遗址改造、盘
活城市存量资产、快速打造城市地
标做了创新性实践。

无论是遍布全国的裸眼 3D球
幕影院，还是江西吉安的“凤舞庐
陵”；无论是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

“海陆机甲大巡游”，还是辽宁大连
冰山慧谷的巨熊北北，几乎都是旅
游市场的特色引爆点、网红打卡
地。业界越来越认可这样一种说
法——博涛出品，就是品质保证，
就是流量保证。

在博涛人看来，支撑企业、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
新，在于人才集聚。目前，文化和
旅游部已批准博涛筹建“大型仿生
演艺装备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
中心”，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是
这个技术创新中心的共建单位。

“文旅装备制造业有很广阔的
市场前景，‘文旅+科技’将带来产
业融合的巨大机遇空间。我们将
深耕这个产业，继续通过机械科技
的形式表达文化。”王志华说。

大连博涛公司18年深耕文旅装备制造业——

用机械科技的形式表达文化
本报记者 王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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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9 月 1
日，大连市发布《大连市集装箱场站经营
服务规范》《大连市集装箱场站行业公平
竞争规则》和《大连市集装箱场站行业信
用自律公约》，并对新出台的一系列行业
规范进行解读。

集装箱场站作为建设大连东北亚国
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集疏运体系中
的关键环节之一，发挥着整个集装箱运输
的核心枢纽作用，其作用类似于物流链条
中的大型配送中心，不仅承担着国际集装
箱中转、临时堆存、箱修理、箱清洗等重要
功能，还承担着国际集装箱适箱货物的装
拆箱、仓储、包装、简易加工等物流功能。

近年来，大连市集装箱场站行业取得
较快发展，为内外贸集装箱业务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但是与先进口岸城市相比，仍

然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规范集装箱场
站经营服务行为，提升大连市集装箱场站
行业标准化水平，大连市集装箱场站协会
会同市政府口岸办、市交通运输局、自贸片
区管委会等部门，针对大窑湾港区及周边
集装箱场站建设运营情况开展了专项调
研，在深入征求口岸相关经营单位意见的
基础上，出台《大连市集装箱场站经营服务
规范》，对集装箱场站的运营条件、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和作业时限等予以明确和公
开；制定《大连市集装箱场站行业公平竞争
规则》，要求行业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倡导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经营
秩序，全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推出

《大连市集装箱场站行业信用自律公约》，
对行业单位的守法合规、社会责任、争议处
置等行为进行明确。

大连发布东北首个
集装箱场站经营服务规范

“冒的小蓝火苗，没有烟、没有味，
火硬灰少，烧得时间还长，做饭烧炕都
行。”提起牛粪“蜂窝煤”，铁岭市铁岭
县双井子镇黑鱼汀村养牛户马怀忠的
老伴儿满脸笑容，“比煤好，烧煤还得
掏灰呢！”

肉牛养殖一直是黑鱼汀村的主导产
业之一，目前全村有养牛户48户，存栏约
500头牛。养牛让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但
大量牛粪除用于还田，也给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带来了一定困扰。把牛粪制成

“蜂窝煤”，去年冬天，马怀忠的做法一下
子就传开了。

走进马怀忠家，只见牛棚中二十几头
牛正在悠闲地咀嚼草料。旁边仓房里，堆
放着一块块圆形的“蜂窝煤”。“这些都是
我自己加工制作的，没添加任何辅料，用

专用模具将牛粪快速挤压成块，晾干后就
可以烧了。比秸秆干净，烧秸秆烟大、灰
大，老得掏炕洞子，要不就堵。”说起牛粪

“蜂窝煤”，马怀忠滔滔不绝。
马怀忠说，把牛粪制成“蜂窝煤”，源

于一次偶然。当时，他和家人在电视上看
到草原牧民用牛粪作燃料，就从网上找到
牛粪“蜂窝煤”的生产制作模具，并订购了
一套，“货到一试，不仅操作简单，生产效
率还很高。去年冬天，我家制作了 2000
多块。”

“我都不舍得用，咱这儿是平原地区，
没劈柴，都是烧玉米秸秆，有这个就不用
买煤了。烧煤有煤烟子味，用这个一点味
儿都没有。开春时往灶坑里放两三块，炕
一天都不凉，可好了。今年，我们还要多
做点儿。”马怀忠的老伴儿抢着说。

环境治理出新招
牛粪巧变“蜂窝煤”
本报记者 狄文君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首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名单。我省文旅高科技行业领军型企业——大连博涛文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对于文化和旅游行业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强
化文化和旅游行业高水平科技支撑将发挥重要作用。全国首批有
12个中心入选者，东北地区仅入选大连博涛一家。

首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定位是，聚焦文化和
旅游行业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科技创新基地，
实现从科学到技术转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平
台，是保障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安全的关键载体，也是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的培育基地和后备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