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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 7 时，抚顺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究员谭庆丰一
走进厂门，便直奔特冶车间，紧盯不
锈钢新品冶炼生产关键环节，随时记
录产品相关参数。

14时许，谭庆丰回到办公室，开
始梳理在生产中发现的问题，并向生
产车间提出改进建议。

16 时 30 分，谭庆丰提起行李赶
往机场，飞往江苏拜访客户，争取开
展深入合作。

“研发人员进车间、跑市场，已成
为日常工作的‘标配’。”谭庆丰告诉
记者，企业改制后，发论文、拿项目已

不再是科研的“终点”，跑市场、找需
求、成果落地转化变成衡量科研人员
价值的“金标准”。

“更忙了，但也更有成就感了。”
谭庆丰说，“如今，我们的研发精准
对接市场，平均每年获得 2 项认证，
投产 10 个新品，这是以往想都不敢
想的。”

建于 1937 年的抚顺特钢，被称
为“中国特殊钢摇篮”。2018 年年
初，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破产重
整后，引入世界 500 强企业沙钢集
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改带来的活力超乎我们的想

象。”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孙立国说，民营企业在市
场机制、效率效益、科技创新等方面
优势与国有企业的资本、资源、技术
优势融合叠加，产生了“1+1＞2”的
效果。

混改后，沙钢集团为抚顺特钢化
解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历史包袱。
抚顺特钢借机打破固有的管理体系，
全面推行“三项制度”改革与技术、营
销模式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
新启航。

改革往“细”处落实，管理往“优”
处发展。“改制前，总在提‘三项制度’
改革，但真正落实却很少，还存在吃

‘大锅饭’的现象。”副总工程师、技术
中心开发室主任秋立鹏说，原先，技
术中心的科研团队干部有 20 人，现

在增加到40余人，细化了研发方向，
职责分工更加清晰，工作成效直接与
个人收入挂钩，彻底告别了国企按

“公式”评价绩效的僵化模式。
民企向“分秒”要效益的精细化

管理，让员工感受到现代企业制度带
来的“效率之变”。“以前，立电极工序
一直以 10 分钟内完成为标准，沙钢
加入后，增添自动化设备，把时间压
缩至 5 分钟以内。”特冶炼钢厂自耗
炉班长邓晨说，类似的小技改很多，
精细化管理贯穿于每一道工序。

随着改革深入，抚顺特钢确定了
“特钢更特”发展方向，在国内钢铁行
业率先提出和应用“精准技术营销”
模式，让技术人员走入市场直接与用
户交流，最终赢取订单。

（下转第二版）

抚顺市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混”出活力“改”出动力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为
进一步加强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管理，提高非物质文化
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近日，《辽宁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
护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印发，提出进一步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水平。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实践日益活跃，
各级非遗保护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化，
但就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评审办

法、推荐程序、扩展项目名录建设、
项目保护单位认定条件和调整程序
等内容，还未予以固定和明确，在实
践中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和保护传承理念也未吸纳到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机制中
来。为解决这些问题，在 2007 年工
作基础上，《办法》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和修改。

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
产处负责人表示，《办法》修改工作按
照应保尽保的原则，对新时代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仍行之有效的
条款均予以保留；对工作中的新进

展、新方向予以体现和增加，对需要
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的内容予以补充
和深化。其中，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申报评审方面，《办法》
增加了推荐申报条件、评审程序、申
报材料、申报程序、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扩展项目名录、工作纪律等6个
方面9条内容。

《办法》加强了对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管理。其中
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的认定条件，《办法》
细化实施项目保护计划能力方面
的表述，增加需得到项目传承人群

认可的条件，并明确不得推荐为项
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即只从事该项
目销售、传播、资料收集和整理研
究的单位或机构，不可以申请成为
保护单位。

同时，为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
《办法》新增鼓励和支持合理利用非
遗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
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鼓励和支
持科学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的转化和应用、鼓励市级文化和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研究机构
或高等院校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培训等三方面内容。

我省出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和管理办法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提升保护水平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近
期，高温、汛情以及持续走高的用电
负荷给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带来挑
战。记者从省内多家能源央企获悉，
作为电力保障主力军，他们正“水火
风光”齐发力应对保供考验。

煤炭在电力稳定供应中扮演着
“压舱石”的角色，我省坚持把电煤中
长期合同作为能源安全保供的重中
之重，组织供需双方按国家要求签订
电煤中长期合同。2024 年，我省电
煤总需求量 5384 万吨，已签订电煤

中长期合同 5201 万吨，签订率为
97%，远超国家要求的“发电企业合
同签订量最低应不低于需求量80%”
的规定。

为切实扛起能源央企的保供
责任，国家电投东北公司成立以总
经理为组长的能源保供领导小组和
9个工作小组，从“机制建设、燃料保
供、机组运行管理、资金支持、建设
项目管理、安全管理、监督管理”
等 7个方面制定 22项工作举措。中
国华能集团东北分公司发挥所属火

电企业临港位置优势，实现区域内
煤炭资源联动供应，同时加强与港
口、煤矿和铁路方面的沟通，优化接
卸管理，为机组稳定发电提供可靠
保障。

省发展改革委最新数据显示，全
省统调燃煤电厂库存煤656万吨，按
照机组80%负荷煤耗标准，各电厂存
煤均保持在15天以上。

“外购电方面，目前我省已签订
联络线中长期受入合同电量 635 亿
千瓦时，迎峰度夏联络线受入电力应

达877万千瓦，签约电力电量可满足
全省电力保供需求。”国网辽宁省电
力有限公司人士说。

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的不
断扩大，当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
我省能源保供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明显。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的
数据显示，今年截至7月底，全省清洁
能 源 装 机 达 到 3857 万 千 瓦 ，占 比
50.6%，前7月发电量达694亿千瓦时，
占比52.5%。

（下转第二版）

能源央企多措并举保障供应

“水火风光”齐发 助辽宁迎峰度夏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主要粮油作物防灾减灾及中后期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结合当前和下一步气象条件、作
物生长情况，就玉米、水稻、大豆、花生等作物给出具体生
产指导，以最大程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全力实现抗灾夺
丰收。

当前，我省玉米生长进入灌浆期，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
时期。部分地区发生持续性高强度降水，对玉米生长发育
造成一定影响，部分地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加大。指导意见
要求，除低洼积水地块需及时疏通沟渠排积水外，无明水渍
涝地块也要挖沥水沟降渍，以降低土壤含水量。洪涝田块
排水后，要适时适量根际追施速效氮肥和钾肥，并通过喷施
叶面肥料及时补充养分供应。同时，加强对田间病虫害的
监测，重点采用无人机、高地隙打药机等植保机械喷施高
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进行点防点治或统防统治。因受
洪涝灾害影响导致玉米生长进程延迟田块，以及易受早霜
影响地区，要抓好防早霜促早熟措施落实。

调查显示，目前我省水稻总体生长形势较好，已进入抽
穗灌浆期，受持续性高强度降水影响，部分地区水稻生长发
育延缓、病虫害发生风险加大。前期过水或水淹的田块，阴
雨天可一次性排干，排水后适当晒田，过水脱肥田块适时追
肥。针对前期天气以及立秋后气温下降、温差较大的情况，
指导意见提醒，在做好抗倒伏措施的前提下，要把增加粒重
和籽粒成熟度作为下一步田间管理的重点：应根据水稻叶
色变化、前期施肥量等因素，因植株长势适时适量追施速效
氮肥和叶面喷施磷钾肥，避免贪青晚熟。齐穗后前10天为
粒肥最佳施用期，施肥前保证水层，均匀撒施，生长过旺地
块可不追施粒肥，叶色较淡田块可适当多施。

眼下，我省大豆总体处于开花末期至结荚鼓粒期，正
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指导意见提醒，田块如发现植株
表现脱肥或生育期延后，要喷施叶面肥，延长叶片功能期，
增强抗病能力，提高粒重。针对涝害造成营养不良的田
块，可通过根部和叶部进行施肥补充养分，根部施肥以磷
钾肥为主，适量施硝态氮肥。要遵循预防为主、防治为辅
的原则，进行病虫害防治，其中大豆食心虫防治，于 8月中
旬（12日至 19日）开展虫情监测防控。在重大病虫防治过
程中，建议与喷施叶面肥同时作业，实现“一喷多防”“一喷
多促”。

我省花生当前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指导意见提
醒，受涝地块要及时排水散墒，减少田间积水时间；对于土
质黏重排水不畅田块，应尽早结合中耕锄地散墒；地膜覆盖
的花生要破膜散墒。荚果充实时期，营养需求较大，因此要
结合花生长势及时补充肥料。8月气温偏高，高温高湿环境
容易引发花生病虫害,要利用黑光灯、黄蓝板、性诱剂与高
效低毒药剂相结合，加强病虫害防控。另外，荚果膨大期是
花生生长最旺盛时期，由于阴雨天光照不足，花生容易徒
长，对于植株有徒长趋势、株高超过35厘米的地块，应结合
病虫害防治进行1次至2次化学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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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出院接受细胞治疗的肝癌
患者要做好随访，前三例患者也要
盯住。”8 月 2 日一早，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曲秀娟
查完病房，特意叮嘱团队医生，要注
意采用细胞治疗新技术患者的后续
情况。

“攻克癌症，精准治疗癌症。这
一辈子能完成这一件事、能治好一个
肿瘤就行。”这是从医以来，曲秀娟给
自己设定的目标。

当下，细胞治疗因其在癌症治疗
方面的潜力，正成为精准医学的风口。
为让更多晚期癌症患者获益，曲秀娟
在前期工作中发现特异性 T 细胞能
够显著提高免疫治疗疗效，便立即申
报专利，潜心钻研。同时，她还开展
系列细胞治疗临床试验，包括国际最
新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T 细

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疗法（以下简称
“TCR-T疗法”）。

今年是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攻坚之年，为打好打赢攻
坚之战，各行各业都在砥砺攻坚精
神。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曲秀娟以
满足重大疾病临床需求为导向，带领
团队向细胞治疗实体肿瘤的临床转
化研究发起攻坚。TCR-T 疗法就
是提取患者血液中的T细胞，经过体
外改造，使其能识别带有特定抗原
的肿瘤细胞，从而引导T细胞杀死肿
瘤细胞。

这一疗法流程看似简单易操作，
但目前国内可开展该疗法临床试验
研究的医院非常少，参与试验的医院
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还要
有强大的综合救治能力。

（下转第二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曲秀娟——

精准治疗为肿瘤患者带去希望
本报记者 王敏娜

详见二版▶

新华社播发通讯

触摸东北制造“新”脉动

时值“暑期档”，毕业游、研
学游、避暑游等群体叠加，我省
各地文旅市场红红火火。

图为沈阳故宫景区，来自
省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
看展览、赏古建、选文创，感受
多样化的旅游消费体验。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暑期文旅市场
热度持续攀升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8月
10 日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通报，当日12时至17时，全省平均降
雨量8.9毫米。本次降雨主要集中于
辽宁西部的阜新、朝阳、葫芦岛等地，
最大累计降雨量109毫米，出现在阜
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
截至10日17时，全省有辽河、浑河两
条大型河流水位超警，其他河流水位
均已降至警戒以下。全省共安全转
移群众4058人。

为应对此轮降雨，省防办对 3
个市、6 个县（市、区）、11 个乡镇进
行电话调度并预警提醒。省水利厅
继续指导铁岭王河开展排涝工作，
目前铁岭市王河范家排水站设备 2
台套、临时排水设备 23 台套持续进
行排水作业，累计排水 115 万立方
米；继续指导各地做好堤防、水库、
水闸巡查防守及隐患排查工作。向

基层责任人发送山洪灾害警示信息
641 条。出动监测人员 52 人次，人
工观测水位 222 次，报送监测信息
199条。

省应急厅维持省自然灾害救助
Ⅳ级应急响应；协调调度各级各类应
急救援力量保持 24 小时备勤，做好
抢险救援准备；持续指导各地做好灾
情统计和救灾救助工作；协调郑州神
龙等企业队伍在盘锦继续开展排水
作业。省气象局发布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 111 条、37.91 万人次。省交通
运输厅持续开展公路和桥梁等基础
设 施 排 查 除 险 ，共 投 入 巡 查 人 员
1895人次、车辆448台次。

目前，省内各地仍在抓紧时间开
展受涝农田排水、恢复生产、巡堤查
险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确保主要粮油作物抗灾夺丰收，同时
为迎战汛期后半段汛情做足准备。

全省两条大型河流水位超警
本次降雨共转移4058人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等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
意义和时代内涵，为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如今我国是世界遗产类别最齐
全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
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申遗成功凝
结着坚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建设文
化强国、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

国的不懈努力，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要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应“保”字当头。我们
需要树立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
念，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正确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
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之
间的关系，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
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

点保护和集群保护，加强世界遗产
保护管理监测，维护文化和自然遗
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构建
大保护格局。

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应“活”态传承。加
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和自然
演化的重要载体，挖掘文物和文化
遗产的多重价值，在加强保护传承
的同时，也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光彩。（下转第二版）

守护文明根脉 激发时代新韵
新华社记者 罗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