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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 月 18 日正式开工以来，盘锦东北新发地二
期项目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挖掘机长臂挥舞，渣土
车穿梭不停，工人有序进出……春日阳光照在火热
的施工现场，映射出拔节向上的蓬勃力量。

二期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543 亩，计划投资 11
亿元，以建设东北地区最大的果品交易市场为核心，
配套建设农产品加工中心；依托先进的设施和技术，
打造一个集交易、仓储、物流、信息于一体的现代化
果品流通大平台，预计2026年春节开业，保障东北地
区的果品供应。

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说：“二期项目开工，
将进一步推动盘锦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农产品流通
业迈上一个新台阶。一、二期项目全部投入运营后，
预期实现年交易量550万吨，年交易额可达400多亿
元，将进一步助力东北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与二期项目一路之隔的东北新发地一期项目预
计2025年底全部竣工，总投资25亿元。一期项目部
分交易大厅自2022年12月投入运营以来，在东北地
区农产品集散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吸引 2000
多个固定商户、3000 多个流动商户入驻。每天三四
千台交易车辆汇集在市场内，通过这个交易枢纽，盘
锦大米和河蟹、丹东草莓和软枣、大连樱桃和蓝莓等
辽宁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海南的芒果、广东的荔
枝、浙江的杨梅保质保鲜端上东北餐桌。据统计，
2023 年，这里日均交易果蔬 5000 吨，全年交易额达
129亿元。

繁忙的交易景象，让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
中心副总经理徐璐感慨不已：“选择在盘锦投资，就
是看中了这里极佳的营商环境。一期项目 2021 年
3 月完成签约，2022 年 12 月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正式
营业，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次年
投入使用，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也刷新了北
京新发地在全国兴建 18 个同级别农批市场的时效
纪录。”

在我省率先建成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是
盘锦市的重要目标，培育包括新发地项目在内的大
基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随着交易额达
百亿级的新发地区域农产品销售集散地加快建设，
构建生鲜农产品“产地—流通—终端”三点一线数
智化全产业链体系，打造东北、华北地区果品综合
性批发枢纽及东北亚进口水果、水产交易口岸的愿
景有望早日实现。

把项目建设作为攻坚克难、补齐短板的重中之
重，当下盘锦市正以“拼抢争实”的作风推动项目建
设再提速、再提质、再提效。今年一季度，盘锦市开
复工项目共217个，投资总额达1799亿元，全年计划
开复工项目500个，投资增速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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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6 日，56 岁的魏彤
欣走了，带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眷恋。

魏彤欣生前是阜新市传媒中心党
委副书记、总编辑，因患肺癌去世。
她的遗嘱是树葬，在阜新市公墓东南
角，有一棵苍翠挺拔的柏树，这就是魏
彤欣之墓。离世数月后，魏彤欣的办
公室一如从前整洁干净，许多同事仍
保留着她的微信。

4月4日，清明节，魏彤欣的家人、
同事和朋友纷纷赶到柏树下，放上束
束鲜花，在朋友圈里发文痛悼。群众
的好口碑为我省新闻战线的优秀代表
魏彤欣树起一座丰碑。

树 碑
长眠在家乡的青山绿水间

弥留之际，魏彤欣和家人说特别
怀念报社院里的那棵大杨树。大杨
树枝丫繁茂，亭亭如盖，陪伴一代代
报人成长，也见证了魏彤欣 30 年的
步履不停。

“它的每根枝条都沉淀着求真求
实的理想，它的每片叶子都折射出向
善向美的光芒。”魏彤欣曾如此赞美大
杨树。在她眼中，大杨树日夜与编辑
记者相伴，是报社大家庭的特殊一员，
是一位“不说话”的老朋友。

2023 年 9 月 26 日，魏彤欣生前最
后一条朋友圈也与树有关——阜新日
报大型新闻策划：漠上种树书。“漠上
种树书”是《绿水青山润阜新——新中
国成立以来阜新生态环境建设报告》
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也是她新闻生
涯的绝唱。躺在病床上的她，为此拼
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向下扎
根、向上生长、向阳而生，魏彤欣如同
大杨树一般，不畏寒暑，慢慢拔节，在
时间的淬炼下，华盖亭亭，枝繁叶茂，
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

记者在阜新市公墓看到，那棵高

大柏树的后面是魏彤欣母亲的墓地。
过去，魏彤欣一直忙于工作，亏欠家人
实在太多了。如今，她以这种诗意而
温情的方式，与大自然为伴，与母亲
为伴。

大地为墓，以树为碑。花为伴，雨
为歌，营一片绿荫，魏彤欣化身为树，
在家乡的青山绿水间安然入梦。

口 碑
甘为人梯育良才

魏彤欣去世后，她的办公室原封
未动，纤尘不染。桌上放着“绿水青山
润阜新”报道合订本。（下转第四版）

用口碑树起的丰碑
——记阜新市传媒中心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魏彤欣（上）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近
日，一则喜讯从太子河畔传来——中
国 石 油 辽 阳 石 化 公 司 大 力 发 展 的
PETG 共聚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
新材料系列产品实现产销两旺，尼龙
66 项目高效推进，邻二甲苯 2 月份产
量再创新高，实现首季生产经营“开
门红”。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升价
值链，年初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深挖潜力、提质增效。

1月至2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24%，高于全国 13.8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3.42%，
高于去年同期 0.67 个百分点。在 40
个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其中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等 15 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20%以上。

除了利润之外，今年前两个月，
全省 14 个城市中的 12 个市实现了规
上工业增加值正增长。沈阳、大连规
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了 5.4%
和 9.9%，发挥了“跳高队”的支撑引

领作用。锦州、丹东、朝阳、铁岭、盘
锦、辽阳、本溪等 7 个市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分别为 14.9%、10.4%、7.4%、
7.3%、6.9%、5.4%、5.2%，均高于全省
水平。

大部分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向好
得益于重点行业支撑。今年前两个
月，装备制造、石化、冶金三大支柱行
业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累 计 增 长
3.7%、2.7%和2.5%，均实现正增长。40
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增加值增长，
增长面达 65%。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及
烟 草 制 品 业 等 8 个 行 业 增 速 超 过
20%；医药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
重点行业增速超过10%。

大部分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向好
也体现了我省工业结构调整初见成
效。1月至2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5%，高于
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4.7个百分
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增加值同比增
长 64.3%，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增加
值同比增长87.3%。

前两月我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
高于全国13.8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董翰博报道 今年
是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标准建设沈
抚科创园、打造区域创新高地的起步
之年。按照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和

《关于建设“沈抚科创园”打造区域创
新高地的实施方案》，沈抚示范区制定
并印发 2024 年“沈抚科创园”建设行
动计划。日前，沈抚示范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通过实施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打造成果转化体
系建设工程、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
创新人才团队引育工程、创新服务生
态打造工程、改革创新示范引领工程
等六大重点任务，加快推进沈抚科创
园建设，努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包括新型
研发机构、中试平台基地、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优化顶层设计，明确各平台在创新链
中的重点任务，实现平台链与创新链
的精准匹配，使之既能支撑战略新兴
技术的持续突破，也能支撑沈抚示范
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际需求。

打造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工程，沈
抚示范区将与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开展
合作，大力引进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项目。积极探索建设和布局概念验
证中心、孵化中心、辽宁区域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等科技创新载体。不断完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力争打

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沈抚示

范区将以企业规模和质量双提升为目
标，加速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头部企业培
育，引导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今年，力
争引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90 家、“瞪羚”
企业新增10家、“单项冠军”或“专精特
新”企业新增10家以上。同时，通过举
办科技招商活动，推进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等合作，打响“沈抚科创”品
牌，打造产业技术创新重要发源地，推
动科创园成为企业健康成长“摇篮”。

创新服务生态打造工程，沈抚示
范区将综合规划利用示范区在建项目

空间及现有空间，打造新型研发机构
集聚区、中试平台集聚区、成果转化集
聚区、创客空间等科技创新载体。主
要在技术交易服务、金融资本服务、知
识产权服务、生活配套服务等方面发
力，通过引进科技专业孵化器项目、优
化科技金融服务等方式营造优质的创
新生态环境，最大限度释放科创园创
新创业新动能。

沈抚科创园建设已取得一系列进
展：今年初沈抚示范区集中签约20个
高质量科创园重点创新项目；建设辽
宁区域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前期筹备工
作基本完成，十余家技术转移机构计
划近期集中入驻沈抚科创园。

沈抚示范区加快推进沈抚科创园建设

实施六大工程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陈博雅报道
为了规范和加强民兵权益保障工
作，支持民兵建设，日前，省政府、
省军区联合出台《辽宁省民兵权益
保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聚焦构建责权利相一致的民
兵权益保障制度，助力推进新时代
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

《办法》规定，军地各级各部门
应当为民兵做好权益保障工作。
民兵参加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继
续享有原工作单位的工资、津贴和
其他福利待遇，没有工作单位的，
由组织单位按照规定给予补贴，任
何单位不得以民兵参加上述活动
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
组织民兵参加训练和执行任务时，
各级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要
为民兵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
时落实生活、物资保障和相关补
贴，造成伤亡的，根据《伤残抚恤管
理办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文件，

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
定，给予抚恤优待，享受相关待遇；
民兵在参战、支前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
令》规定的奖励项目和批准权限，
由军队给予奖励；在完成民兵工作
或者执行维护社会治安等其他任
务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由各级人民
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给予奖励；民
兵参加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因遭
遇突发性、临时性事件导致家庭生
活陷入困境，各级人民政府和同级
军事机关应当给予帮扶援助。

《办法》明确，鼓励博物馆、纪
念馆、美术馆、公园、展览馆、名胜
古迹等公共文化设施和景区景点
对基干民兵实行优惠政策。此外，
受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和
同级军事机关表彰为民兵工作先
进单位的企业，在不违反公平竞争
的原则下，依法依规享有相关扶持
政策。

我省出台办法
规范加强民兵权益保障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4 月 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电米丽娅姆·斯皮泰里·德博诺，祝贺她
就任马耳他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马两国建交 52 年来，始终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相互支持，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医药卫
生 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
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
作，推动中马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习近平向马耳他
新任总统德博诺致贺电

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

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绿化祖国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在村里建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是
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
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堵点难
点、畅通物流微循环的关键举措。
近日，我省出台《辽宁省农村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
2024 年底，我省再建村级寄递物
流综合服务站 4405 个，基本实现
行政建制村全覆盖。

《方案》提出，我省将继续健全
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服务管理
体系，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助力农
民创收增收。在建设服务站时要
坚持“三个统一”原则，即统一建设
及运营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每个快递服务站空白行政村统一

建设一个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
省统一标准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站。

《方案》要求，各地区要建立健
全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项目
建设、检查督导、评估验收、资金管
理等配套制度。邮政企业将负责
快递服务站空白行政村的摸底调
查，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
设、运营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快递
企业区域总部要落实统一管理责
任，通过激励、补贴等措施尽快实
现“快递进村”目标。

下一步，省邮政管理局将全
力做好资金拨付、政策宣传贯彻、
业务指导等工作，力争高质量完成
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设
工作。

年底前全省村级寄递物流
服务站基本实现全覆盖

节届清明，我省各地干部群
众以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等形
式开展祭扫活动，缅怀先烈、铭记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坚守
初心、砥砺奋进、推动全面振兴的
强大精神力量。

图为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在本溪烈士纪念馆举行“缅怀先
烈 传承红色基因”少先队主题队
日活动。 车晓丹

本报特约记者 林 林 摄

缅怀革命先烈
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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