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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一封信背后的牵挂
详见三版▶

本报讯 记者赵婷婷报道 记者
从日前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现场会上获悉，2019年至
2023 年，我省已累计改造老旧小区
5230个，建筑面积1.64亿平方米，惠及
居民237万户，改造规模居全国前列。

改造过程中，我省按照“先民生、
后提升，先急需、后改善”的原则，创新
实施“1358”工作法，把老旧小区“改”
到群众心坎上。坚持基础类改造应改
尽改。把解决“屋里冷、房顶漏、下水
堵”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位，统
筹实施老旧小区和老旧管网集中连片
改造，开展“访民问暖”活动，屋面防
水、外墙保温、管网改造一并实施。近
五年，全省累计配套改造小区内各类

管网 1.03万公里、改造小区道路 2000
万平方米、增加外墙保温 720 万平方
米、改造屋面防水2700万平方米。

完善类改造因地制宜。在兜底做
好基础类改造的前提下，我省结合小区
实际和群众需求，注重做好加装外挂电
梯、增设绿地亭廊、安装路灯摄像头、
增加停车位、安装电车充电桩等完善
类改造，让居民推窗见绿、抬脚入园。

在提升类改造中，各地围绕动员群
众共建、存量资源整合利用等方面进
行探索，配套建设社区党建活动中心、
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便民网点等社
区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功能。

做好老旧小区改造，既要“改造见
实效”，更要“管理有长效”。我省将老

工业基地基层党建引领优势充分融入
改造全过程，注重发挥小区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带头作用，引领居民由

“旁观者”转向“参与者”，由“要我改”
转向“我要改”。

改造前，坚持党建引领、问需于
民。我省坚持群众的事让群众商量着
办，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因地
制宜搭建议事平台，从提出改造建议
到商量改造方案，由居民全程参与。

改造中，坚持过程监督、问计于
民。我省建立以小区为单位的居民监
督机制，搭建由居民监督员、街道办事
处、设计建设和施工单位等共同参与
的平台，鼓励具有技术专长的居民参
与工程监督，将居民满意度纳入改造

评价指标，实行“民意验收”和专业验
收相结合。

改造后，坚持共同治理、问效于民。
我省将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之
中，调动小区居民、社会力量和关联单
位积极性，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推动“支部建在小区”“党旗飘在小
区”，共商共建老旧小区管理长效模式。

据了解，今年，我省还将改造 700
个以上老旧小区、4463 栋楼房，惠及
居民 25 万户，计划 6 月底前全部开
工。针对一些老旧小区存在建筑外墙
面或楼道内墙面的各种线混乱交织，
楼与楼之间的架空线纵横交错等情
况，持续开展“高空蜘蛛网”专项整治，
为居民营造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

2019年至2023年，我省已改造老旧小区5230个，惠及居民237万户

“改”到群众心坎上“造”出优居新家园

本报讯 记者关雪报道 5 月
30日，在鞍山高新区中国五矿陈台沟
铁矿项目建设现场，凿岩、爆破、出渣、
支护，工人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一派
火热的建设场面。

“我们采用的是‘竖井+胶带斜
井+辅助斜坡道’联合开拓方式，是国
内首个对矿山的超深井、超大规模‘双
超’开采。”二工区副主任周志伟介绍，
陈台沟铁矿项目是我省重大央地合作

项目之一，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项目
达产后将年产铁精矿470万吨。

鞍山市聚焦本年度总投资880.9亿
元的150个重点项目，围绕手续办理、
要素保障、问题化解等关键环节，从
2 月中旬至 5 月底，开展重点项目“百
日攻坚”行动。

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鞍山市
成立由市级领导牵头、相关行业部门
为成员的工作专班，每位市级领导包

保 10 个重点项目，对 150 个重点项目
实行全覆盖式包保，为项目手续办理
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提供“保姆式”“店
小二式”服务，全力扫清项目落地障
碍，助推项目跑出“加速度”。

锚定全年招商任务指标抢先抓
早、谋定快动，鞍山市主要领导率先垂
范，四大班子聚力招商，建立产业链招
商专班进行要素保障，绘制产业链招
商图谱，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和上市公
司，盯紧“含金量”足、“含新量”大、“含
绿量”高的重点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推动招商引资从“盲目找”到“有序
招”，从“重总量”到“重质量”转变。

鞍山市还建立项目手续办理“亮
灯”制，利用项目智慧管理平台，对超
期10天未办结单项手续的项目亮“黄
灯”、超期20天未办结的亮“红灯”，定
期下发工作“提示单”和“督办函”，倒
逼问题解决和责任落实。

今天的鞍山，大批高质量项目纷
纷落地开工建设运行，发展新动能加
速集聚。截至目前，开复工5000万元
以上项目542个，总投资1719.51亿元，
其中攻坚的150个社会类投资重点项
目已全部开复工。一季度，鞍山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4%，高于全省
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7.9个百分点。

鞍山：“百日攻坚”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一段时间以来，营口市
从大力整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入手，持续为基层
减负。今年前 4 个月，全市
共清理网络工作群 170 余
个，整合网络工作群 100 余个。
此 举 为 基 层 干 部 摆 脱“ 指 尖 之
困”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也树立
了鲜明的工作导向，让他们可以
从过去的“群里忙碌”中走出来，
走向更多的为民服务现场，赢得
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广泛
好评。

建立微信群原本是方便工作
的一个好办法，但在实践中，过多
的微信工作群让基层干部疲于应
对，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也
必然会助长形式主义。一些基层
干部手机里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微信群，布置任务、推动工作很多
都“在线”解决。“群来群往”使基层
干部虽身在基层却脱离基层，往往
顾“群”而失“众”。

基层工作繁杂具体，与
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基层干
部要经常走到群众中间倾
听民声民意，了解群众疾苦
和诉求，帮助解决困难和问

题。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
限，总是浮在“云”端练“一指禅”，
难免脱离群众，久而久之，工作

“屏对屏”很容易形成干群“隔心
墙”。拿泛滥的微信工作群“开
刀”，就是要使基层干部的注意力
从“群”转向群众，让基层干部从

“云”端走到群众中间，实实在在
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走出“群”，走进群众，体现着
作风转变。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
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牢固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让“指尖上的形式
主义”失去生存土壤，使微信工作
群真正成为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
好帮手，以“指尖”清风塑造工作
新风。

走出“群”，走进群众
王 坤

“我们的生产车间规模不算
大，主打‘小而精’。”近日，在沈阳
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公司生产负责人刘涛向记者介绍。

生产区内，一排玻璃罐状的细
胞反应器正静静运转，经过纯化、
制剂等一系列环节，产生的收获液
最终成为沈阳三生制药的拳头产
品——特比澳（重组人血小板生成
素注射液）。

“这一系列生产环节不需要投
入太多人力，只需要提前调好参
数、发出指令，设备就会自动运
行。”刘涛说。

在制药行业，产品质量关乎生
命健康，需要特殊重视。对此，沈
阳三生制药淘汰落后生产设施，更
新添置大量先进设备。“这是灯检
机，罐装后的每一瓶药品都要在这
里接受检测，异物、杂质均逃不脱
它的‘法眼’。”刘涛介绍，以前对药
品进行检测，主要依靠人眼，容易
出现“漏网之鱼”。通过机器检测，
效率和可靠性都有了很大提升。

“这是全自动包装生产线，检
测合格的产品都运送至此进行包
装。”刘涛介绍，“我们产品的包装
上印有条形码，细胞培养、制剂罐
装、检测出厂等信息皆可通过扫描
溯源，安全性得到保障。”

企业在市场中长久立足，重要
的还是研发创新能力。

一款创新药的问世，周期长，
风险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很多医药企业往往选择“走别
人走过的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
进行改良。但沈阳三生制药从成
立至今，始终坚持潜“新”钻研，敢
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5 年，沈阳三生制药创新
研发的特比澳（重组人血小板生成
素注射液）全球上市，用于治疗实
体瘤化疗后所致血小板减少症，填
补了该领域空白。不久前，用于治
疗儿童或青少年的持续性或慢性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药物
也获得批准，未来可以更好满足儿
童患者的临床治疗需求。

发展至今，沈阳三生制药已有
上市产品 40 余种、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100 余项、在研产品 28 个，其
中有25个在研产品作为创新药物
开发，覆盖肾科、肿瘤科、自身免疫
性疾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沈阳三生制药还拥有近 600
人组成的研发团队，专注于研究
及开发创新型药品，分别在沈阳、
上海、深圳和杭州设置四大研发
中心，拥有生物药和化药双领域
研究平台，覆盖从基础研发、临床
试验到新药注册上市的药物开发
全过程。

“我们有一款创新药正在国外
开展临床试验，目前处于接近上市
阶段，未来将用于顽固性痛风的治
疗。”公司总经理靳征介绍，今后公
司将继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创
新药物，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争取
为患者提供更多高品质药品。

提质创新制好药
本报记者 赵婷婷

本报讯 记者赵婷婷报道
近年来，我省统筹实施老旧小区和
老旧供热管网集中连片改造，去年
全省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完成
率达到 135%，走访群众解决供热
各类实际问题 2.7 万个，供热保障
能力持续提升，供热质量有效提
高，冬季供热时改造后的室内温度
普遍提升 2℃至 3℃。在此基础
上，今年我省还将更新改造供热管
网1500公里。这是记者日前从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的。

我省高度重视城市供热工作，
要求高质量保障城市供热，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以“绿叶杯”竞赛活动为契
机，把城市供热服务纳入对各市

“绿叶杯”竞赛活动的考评指标，
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印发通知通

报、实地调研督导等方式，不断加
大城市供热行业监督指导力度，
推动各地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
力和服务水平。

各市将“绿叶杯”竞赛活动与
抓好城市供热工作紧密结合，紧紧
围绕“供热期用户投诉量、设备故
障量大幅度实现‘双下降’”目标任
务，持续抓好“冬病夏治”、“访民问
暖”、储煤等保供工作。

下一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
通过“绿叶杯”竞赛活动，总结推广
好的经验做法，及时解决各地在城
市供热服务方面的问题，切实压实
各级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供热企业
主体责任，做优服务、做实保障，抓
紧抓好城市供热各项工作，全面提
升供热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
人民群众满意度。

推进“冬病夏治”开展“访民问暖”

我省今年更新改造
1500公里供热管网

截至目前，我省中部 400
万亩水田完成泡田插秧。省水
资源管理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一个月时间，集团所属
省直水库已陆续向各灌区提供
农业灌溉用水 7.83 亿立方米，
供水灌区涉及 8 市 25 县（市、
区），灌溉面积占全省水田面积
的50%以上。为做好今年农灌
供水工作，省水资源管理集团
提前谋划，制定《2024年省直水
库农业供水计划》等，明确各阶
段计划供水量，确保供水工作
顺利开展。

图为观音阁水库开闸为农
灌供水。 宫丽娜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文并摄

让农田
喝饱水

振兴
论坛

详见二版▶

6月2日清晨，嫦娥六号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开
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
背 面 实 施 的 样 品 采 集 任
务。图为 6 月 2 日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
的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
器组合体着陆月背的模拟
动画画面。 新华社发

嫦娥六号
月背着陆

详见三版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
我省调查对象为2855户家庭、6199人

一大批高品质文旅项目集中签
约，百余名文旅主理人分享“流量密
码”，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体
育、旅游产业人士沉浸式体验我省文
体旅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2024
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
成为集中展示我省文体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大舞台。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辽宁旅
游宣传口号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的优
势，亮明了我们的态度。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炽烈的长子情怀、璀璨的工业文
明、独有的红色文化，都蕴藏在辽宁人
的真挚朴实、热情敞亮中。神奇秀美的
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源、底蕴
深厚的体育文化，为辽宁推动文体旅融
合发展提供了丰厚底蕴和生动素材。

随着全国各地接连掀起文体旅融
合发展热潮，文体旅产业“热辣滚烫”、
备受瞩目。实践证明，在新一轮文体
旅产业大发展中，谁的理念超前、创意
新颖、行动迅速，谁就能抓住新机遇、
抢占新风口、赢得新优势。

面对机遇，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辽
宁特色的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
子？在这次大会上，一种共识在凝聚：
必须牢牢把握“高品质”的内涵实质，
着力在打造精品、树立品牌上下功夫，
擦亮“辽字号”文体旅融合发展“金字
招牌”。

省博物馆上演“快闪”舞蹈《洛神
赋图》，让国宝“活”起来，广受好评；本
溪因地制宜打造的“关门山巴图鲁”越
野赛被评为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这些爆款 IP 在大会上得到业内同行
的关注和认可，正是因为坚持高端定
位，让游客感受辽宁的文化之盛、景观
之美、生态之优、待客之诚，成为深受
群众欢迎、市场广泛认可、口碑享誉四
方的高品位产品。

“‘辽字号’文体旅产业要在激烈
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推出属于自己
的精品产品、树立更有辨识度的文体
旅产业品牌。”同程旅行一位负责人表
示，以精品意识拓市场，让辽风、辽景、
辽韵、辽味更深入人心，将更有助于辽
宁作为旅游目的地得到推广。

追热度、蹭流量往往昙花一现，要
从“网红”变“长红”，还得靠拳头产品
在市场中“拼”出叫得响的品牌。当
前，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人气高涨，但

也应看到，文体旅产业体验同质化现
象普遍存在，产品缺乏核心原创内
容。不少与会嘉宾表示，解决这些问
题，要靠质量树品牌，从加强产品内容
创新上下功夫，将景点与路线、旅游与
文化、历史遗产与现代生活等串联起
来，推出数字化的展示、沉浸式的体
验、移动端的传播，带给游客源源不断
的新鲜感、新体验。

“推动文商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要着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服务，
进一步增强城市文体旅品牌建设。”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金星
华表示。

主打“听劝”、实力“宠粉”，“辽字
号”文体旅产业创品牌，还要以暖心服
务赢人心。 （下转第二版）

以品质赢口碑树品牌
——来自2024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的启示之三

本报记者 王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