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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上夜班，十几年没睡过一个
囫囵觉，头一天眼睛里的血丝还没有
消除，第二天又开始挑灯夜战，她的微
信名是“夜行者”。

不管加班到多晚，第二天清晨又
迎着朝阳，元气满满地出现在单位，她
曾说，热爱和责任，可抵所有疲惫。

她，就是阜新市传媒中心原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魏彤欣。用一辈子的
执着与奋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
阳而生，为时代鼓与呼、为奋斗聚力量。

夜行者：披星戴月一路向前
一生为党的新闻事业活着，魏彤

欣用宝贵的生命诠释着忠诚与信仰、
责任与担当。

她是随时都不在家的母亲，家庭
聚会经常缺席的那一位，在城市沉睡
时行走的“夜行者”……

热爱和责任，让她成为一路向前、
不知疲倦、无惧险阻的那一个。在一
线、在现场，用镜头、用笔端、用声音，
记录时代的进步、城市的变化、身边的
感动。

魏彤欣曾在朋友圈解释了“夜行
者”的由来：当年在总编室，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所以给自己起了
这个网名。但不管多么紧张、疲惫、辛

苦，也无法抵消她心中的那份热爱与
责任。

2005 年 8 月，魏彤欣担任阜新日
报总编室主任，从这时起每天上夜班，
从稿件的观点、立场，到整体架构、细
节处理，从数字、图表到字号、字体，事
无巨细，亲力亲为，如陀螺一般高速地
运转着。阜新市传媒中心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孙希强说，夜班是新闻采编
流程的最后一道关口，不容有失，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是工作常态。

这是一段魏彤欣女儿的回忆：在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总是码放着一摞
摞报纸，我像寻宝一样趴在上面找

妈妈的名字。有时半夜醒来，看到书
桌上的台灯依然亮着，妈妈还在伏
案写稿。上了中学，上完晚自习回到
家发现，妈妈还在单位上夜班。即便
到了高三，我也不是家里最辛苦的那
一个。

这是魏彤欣对女儿的真情告白：
成为新闻人是妈妈一生的骄傲，为了
肩上的责任和心中的热爱，即使披星
戴月超负荷工作，妈妈也无怨无悔。

“付印，下班！”2019 年 9 月 30 日
3 时47分，魏彤欣发出这条朋友圈，那
份职业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下转第四版）

不知疲倦的“夜行者”
——记阜新市传媒中心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魏彤欣（下）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消费
品工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为加快推
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我省近日出台《关于
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企业达
到2750户，其中营业收入十亿元以上
企业 120户、百亿元以上企业 5户，消
费品工业规模加速迈向万亿级，跻身
全国消费品工业大省梯队；规模以上
消费品工业营业收入达到 6000 亿元
至65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培育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十亿元
以上农产品加工集聚区34个，省级消
费品工业“三品”优质县10个，消费品
工业特色镇 10 个，具有国际、国内影
响力的消费品品牌100个。

《指导意见》明确了消费品工业的
三个发展方向，即做强做优传统优势
产业、促进资源型产业链向后延伸、培

育发展新兴消费品产业。同时，强调
要完成六项重点任务。

突出重点区域，抓产业集聚。以
构建“一圈一带两区”为基本框架，优
化消费品工业布局，建设沈阳高端现
代消费品经济圈、沿海特色时尚药食
纺经济带、辽西优质农副产品供应集
聚区、辽东绿色有机食品精深加工集
聚区。依托稻米、玉米资源和港口优
势，打造大米、玉米、大豆深加工三大
核心产业链，到2025年粮油加工业规
模以上营业收入达到1850亿元，全产
业链营业收入达到 2300 亿元。巩固
白羽肉鸡、生猪、良种奶牛等优势产业
地位，到2025年畜产品加工业规模以
上营业收入达到1050亿元，全产业链
营业收入达到2400亿元。依托大连、
抚顺、丹东、营口等地产业基础，打造
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纺织产业集群，
到 2025 年纺织服装业规模以上营业
收入达到 235 亿元，全产业链营业收

入达到1000亿元。
突出经营主体，抓梯度培育。强

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培育制造业单
项冠军和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
制造示范单位。培育优质中小企业，
围绕消费品工业中小企业共性需求，
以信息、技术、创业、培训、融资为重
点，引导服务机构开展“一起益企”服
务活动。

突出消费升级，抓品牌创意。在
食品、纺织、服装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
国际国内知名度、体现辽宁元素的“潮
品”品牌。巩固提升“丹东满药之都”

“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兴城中国泳装
名城”等区域品牌影响力，挖掘和争取
新的区域品牌命名。

突出市场建设，抓渠道拓展。开
展省内市场对接活动，扩大本地产品
消费。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持续深化
省际合作，促进“辽品出辽”。举办辽
宁纺织服装展等“优供给促升级”活

动。在食品、家具等优势领域，支持企
业开展国际认证，建设海外仓。

突出新发展理念，抓绿转智改。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消费品细分行
业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
间、智能工厂，建立质量追溯体系。推
动绿色化发展，在造纸行业重点推广
应用低能耗蒸煮等技术装备，优化废
纸处理工艺和装备。在纺织行业推广
生态环保助剂等先进工艺，减少能源
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突出模式创新，抓产业融合。鼓
励企业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形成稳定协作关系。依托辽宁

“六地”红色文化资源及冰雪等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适应市场的消费类产
品。加快培育发展服务型制造，鼓励
企业建立客户体验中心、在线设计中
心等，分析客户需求信息，增强用户参
与度。

我省推动消费品工业规模加速迈向万亿级

本报讯 记者刘桐报道 运输车
辆穿梭不停，工人紧锣密鼓施工……
4月5日，沈阳市两处核心地块的一季
度开复工重点项目正加速建设，通过

“留改拆”并举的方式，激活低效空间，
提质升级新业态。

“沈阳方城将增加一条‘网红胡
同’，让游客既能看到中街的商业氛
围，又能感受方城的历史底蕴。”沈河
区晟京坊街区改造项目负责人邱策在
效果图前憧憬着老胡同更新后的景
象。铜行北巷现有商业建筑的西侧和
北侧外立面均为封闭墙体，缺少商业
业态，虽地处方城核心区域，与中街近

在咫尺，但少有人驻足游览。
晟京坊街区改造工程总建设面积

约5000平方米，投资3亿元，对现有商
业建筑裙房部分进行升级改造，外立
面以仿古建筑风格为主，辅以现代元
素，增加餐饮、文创等文旅商业业态。
同时，在铜行北巷内空置地块建设以
王府博物馆为主题的三进式四合院，
内部采用数字科技手段展示沈阳方城
文化旅游景区的历史底蕴。预计今年
10月改造完成后，中街步行街人流将
向北延伸到铜行胡同内，提升北中街
地区整体形象。

沈阳方城盘活空间、焕新业态，而

金廊沿线的沈阳北站北地块则将实现
“腾笼换业”。日前，沉寂8年的沈阳北
站北原乐天地块又热闹起来，挖掘机挥
舞着长臂，夯基工程井然有序。三年
后，这里将建成一座文商旅融合的城市
新地标。

“原乐天地块重启后，通过项目更
新，建设北站北新商业综合体项目，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68.3 万平方米，计
划投资约 95 亿元，将建设总部楼宇
经济示范区、健康优质生活区、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包含智能文化中心、
数字科技文创园、医学和生命健康园
等。同时，商业部分计划建设‘全时生

活欢聚场’，打造城市综合体地标。”
皇姑区商务局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
后将推动传统商圈提档升级，开拓文
商旅融合消费场景，激发消费市场新
活力。

盘活“家底”，升级业态。沈阳市
挖掘闲置空间的再利用价值，以激活

“存量”拓展发展“增量”。眼下，沈阳
正全力推进产业发展与转型、城市发
展与转型、社会发展与转型，狠抓重大
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项
目“谋立推建”，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建
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一季度“开门
红”引领实现“全年红”。

沈阳激活低效空间培育建设新业态新场景新项目

文商旅融合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总投资 94.6 亿元的辽宁朝阳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开工建设之后，朝阳市工作专班没有片刻停歇，
铆足了干劲儿推进项目进程。专班负责人说：“我
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争取早日让这一重大项目投产
达效。”

朝阳抽水蓄能电站是朝阳市近年来体量最大、
备受瞩目的单体项目，今年 3 月 18 日正式启动建
设，项目总装机容量 1300 兆瓦，建成达产后，年发
电量可达 26 亿千瓦时，年产值 19.7 亿元，对有效缓
解辽宁电网和辽西地区迫切的调峰需求、助推朝阳
市打造“清洁能源之都”具有重要作用。项目总工
期72个月，施工期间可提供各类间接就业4500人至
5000人。

朝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可谓来之不易，推进其
落地、开工建设，靠的是一往无前干事创业的拼劲。
项目正式落地之前，因生态等制约因素，选址工作两
次遭遇变数，最终于 2021 年纳入国家能源局《抽水
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重点实施项
目。之后，朝阳市正式开展预可研阶段工作。为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朝阳市相关领导多
次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使得项目从材料申报
到取得批复仅用时半个月，对推进下一步工作起到
关键作用。

朝阳市项目工作专班负责人表示，按照以往经
验来看，像抽水蓄能电站这样规模等级的项目，前期
工作至少要两年，但在朝阳仅用了一年就完成了所
有核准前工作。2022 年项目正式开展可研阶段工
作。13个月完成地质勘查工作，13个月完成项目可
研报告，8 个月完成三大专题报告工作。2023 年 12
月初，项目正式获得核准。

华源电力朝阳市华腾电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石洪表示，项目启动以来，朝阳市对企业需求

“心中有数”，对解决困难使尽“浑身解数”，对企业承
诺“说话算数”，这极大坚定了企业投资朝阳的信心
和决心。

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为代表，朝阳市把清洁能
源作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和战略
支撑，坚持“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和“源网荷
储”一体化开发并重，全市风电光伏建成装机526.14
万千瓦，占全口径装机容量的71.8%，居全省第一位，
跑出了“追风逐日”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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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今
年，我省要新建和改造提升设施农
业面积 10 万亩，目前任务已经下
达，并要求各地抓好分解和落实。
同时，我省要大力推进规模化设施
农业小区发展，提早做好土地流转
工作，将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这
是 4 月 3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的。

我省设施农业发展一直处在
全国前列，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东北三省、
京津冀地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要抓住春季建棚
黄金期，提前做好设施农业建设物
资准备，大力推广“春建棚、夏育
苗、秋定植、冬生产”模式，实现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继续
提升“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能力。

推进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我
省将发挥农技推广体系作用，加
大设施农业高产高效技术推广应
用，重点推广耐低温、耐弱光的优

质种苗，配套相应的集成栽培技
术。将农机补贴、数字农业等相
关政策项目向设施农业倾斜，有条
件的设施农业小区要率先配套推
广自动化设备，提升设施农业数
字化水平。

提高设施农业土地利用率。
对规模化建设的设施农业小区，要
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在不
影响生产前提下，缩短日光温室棚
间距离。要合理利用日光温室棚
间空地，在两栋日光温室间种植大
田作物或加建一栋冷棚。对荒废、
闲置的设施棚室，要组织做好改造
提升，积极吸引新的主体经营，有
效盘活闲置设施。

积极解决用地政策。今年，农
业农村部门还要积极与自然资源
部门合作，研究制定支持设施农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重点解决新建设
施农业规范用地问题。同时，积极
探索利用荒山、荒坡等非耕地资源
建设设施农业的新路径，拓展设施
农业发展空间。

今年全省新建和改造提升
10万亩设施农业

大力推广“春建棚、夏育苗、秋定植、冬生产”模式

游客反映辽宁博物馆休息座
椅不够，沈阳“立马加量”；游客希
望在索菲亚广场拍到与月亮同框
照片，哈尔滨马上“升”起人工“超
级大月亮”……一些地方在发展文
旅产业时认真采纳群众意见，带动
地方发展风生水起，收获了问需于
民、从善如流的赞誉。

问需于民，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体现出地方政府部门把百姓利
益放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执
政理念。这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积极氛围。

问需于民的要义是善于听、接
受谏、切实改。

善于听，要有“俯下身子”的
诚恳。企业需要政府做什么？一
杯“营商下午茶”听心声；“口袋公
园”建在哪儿？群众留言板里找答
案……只有政府和群众之间沟通
顺畅，企业拥有参与感，才能形成
上下携手、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局面。

接受谏，要有闻过则喜的度
量。群众和企业的发声有时也许
尖锐甚至刺耳，政府部门要有胸怀
和雅量，将意见当作改进工作的机

会，善于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
近日，沈阳在基层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找茬窗口”，企业、群众可围
绕政务服务方面遇到的问题提出意
见。这种态度和做法值得点赞。

切实改，要有实实在在的动作。
是否真的问需于民、从善如流，百
姓满意不满意是最终检验标准。各
地政府要留住问需于民的好口碑，
就必须在“改”字上见真章，沉下心
来在堵点痛点上攻坚克难，切实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升。 据新华社电

优化营商环境要认真问需于民
新华社记者 徐 扬 于也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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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轮有序进出，港口装卸繁
忙……3 月以来，营口港迎来新
一轮船舶作业高峰期。继首月生
产同比增长 70%，实现“开门红”
后，营口港近日在“中谷南京”轮
作业中，又以 462TEU/小时创下
公司单船单小时装卸效率历史最
高纪录。营口港从泊位选择、作
业人员和设备配置、箱区倒运路
线等细节入手，全方位制定装卸
船计划，保证大船及时靠泊、高效
装卸、如期离泊。

图为在营口港集装箱码头，
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港口忙
贸易旺

春光明媚，沈阳的玉兰花、桃花、迎春花纷纷绽放，正是赏花的好时
候。4 月 5 日，在沈阳东塔公园，一株白玉兰花开满枝，随风摇曳。近百
名游人围在树下欣赏玉兰花，红墙、塔影、繁花构成一幅美丽的春日画
卷。图为游人在红墙前与玉兰花合影。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莫负好春光 赏花正当时

东北未来产业布局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