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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去年全年，我省加力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政府投资支撑作用，筹措基
本建设投资资金 607 亿元，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创
10年来最好成绩。2月 14日，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607亿元是我省基建投资规模的历史最高水平。

基建投资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较大比重，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2024年，我省抢抓国家增发万亿国债、发行超长
期特别国债有利契机，全力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省财
政厅经济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去年基建规
模创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去年我省争取的中
央预算内投资达 125 亿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和我省
上年水平，加之省本级基本建设资金投入稳定，诸多努
力，使我省政府投资得以有效地完成投入，重点支持了
水利、城市更新、农业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
建设，同时夯实了民生保障基础。

去年全年，我省筹措资金146亿元，支持城市地下
管网、城市排水防涝、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等，改造老旧小区 813个、老旧管网 5305公里，加快城
市更新进程。其中86.6亿元用于支持重大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助力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提前 14 个月完
工，全省水利投资同比增长15.1%。支持高标准农田等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 146 亿元，完成 2024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316万亩。支持桃仙机场第二跑道
项目前期工作，落实落细各级项目建设资金，在国家发
展改革委组织的立项论证过程中，传递积极信号，推动
项目通过国家审核。

在民生保障领域，聚焦灾后重建、卫生、养老、教
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投入资金29
亿元，优先保障政府投资的公益属性，着力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这些资金，一方面支持葫芦岛、丹东等地灾后
恢复重建，另一方面在保障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支持46个县区全面推开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方面发挥政府资金的职能作用。
同时，在提升“一老一幼”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改善办
学硬件条件等公共设施建设、优化冰雪经济发展基础
等方面也持续发挥支持作用。

此外，我省还下达其他各类投资资金74.4亿元，支
持污染防治、先进制造业、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等其他方
面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我省特别重视资金下达是否高效，尤其重视中央
和省基建投资下达进度，并取得较好成效。同时，我省
不断探索在重点专项资金及民生领域实行资金直达机
制，重点领域工程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分别提高了23
个和17个百分点。去年汛期前，省财政厅在收到国家
资金后 5 天内，就将城市排水防涝资金全部分解下达
至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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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到这样一句话，
坚决不搞形象工程，但搞
工程一定要有形象。确该
如此。

形象工程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难逃停摆、闲置的结局，最
后造成大窟窿、丢下烂摊子，群众
不买账、社会影响坏。但一项工程
如果质量优、形象好、气质佳，既实
用又美观，则有扮靓环境、提振信
心、稳定预期、促进招商、提升能级
等多重功效，可谓好“颜值”能生出
好价值。

推而广之，干工作也是这个理
儿。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一项工作
是止于“做完”还是追求“做好”，是
停留在“水水汤汤”还是追求“干得
漂亮”，映照出为官从政的两种境
界、思想和工作作风的不同形态。
视工作为应付上级差事、被动执行
任务，满足于“基本上”“差不多”

“大概其”，干成啥样算啥样，工作
很难上水平，个人能力和价值也不

会得到提升。将就惯了、应
付久了，更会滋生敷衍之心、
凑合之意，凡事降格以求，

“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的心态，往往产生“过不去”

的结局，到头来是贻误了事业。
古语云：“求其上者得其中，求

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无所得。”
任何工作都要有个高标准，干就往
精品上干。只有自觉向高标准看
齐，才能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
一件。身为党员干部，他所从事的
工作，不是谋一份差事，不是普通
的职业，更不能当成“副业”。我们
应把工作作为一份责任去担当、作
为一门学问去研究、作为一项事业
去开拓，以强烈的精品意识，把“小
事”做精细做到位，把“大事”做成
功做出彩，把每件事都做到极致。

干就干成精品，与好干部标准
相符，与职责使命相称，与人民期
待相适。“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的道理永不过时。

干就干成精品
史冬柏

企业家该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不久前，在受邀为我省各市数百名干
部作专题讲座时，禾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回答：“让企业、行
业乃至国家因自己的存在而进步，才
是企业家的最大荣耀。”

采访中，金卫东常常谈起自己
企 业 的 价 值 观 基 石 ——《禾 丰 宣
言》，这是 7 位创始人在企业初建时

的共同约定，其中的第三条即是责
任和奉献的承诺：“永远以服务社会
为宗旨，靠科学技术和创造性劳动
来发展自己。”

走过30个年头，禾丰经历了业务、
市场、人才等方面的巨大考验，但价值
观始终如一。基于这份坚守，禾丰锚
定主业、拥抱市场、稳定团队，经过稳
健发展，成长为一家年营业额300多亿

元、国际知名的农牧食品企业。

守望初心再启新程
一只只鲜鸡悬挂在传输链上缓慢

前进，经过分割、切块、装袋……鸡翅、
鸡腿、鸡胸肉等产品下线，在称重式分
级机和全自动控温控湿系统设备的帮
助下，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这样一幕幕不断焕新的场景，推
动着禾丰的成长：从最初的饲料公司
到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公司；从区
域性公司到全国性公司，再到跨国经
营20余家工厂；从私人合伙制公司到
上市公司。其间，禾丰经历了三次战

略升级——2003 年致力于成为世界
顶级饲料供应商，2008年致力于成为
世界顶级农牧企业，2018年致力于成
为世界顶级农牧食品企业。

2021年伊始，禾丰迎来发展史上
的一次大变革——申请将“辽宁禾丰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禾丰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新的名字，意味着
禾丰志在从辽宁走向国际，将业务从
农牧业拓展到食品行业。

“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也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回忆当时的决定，金卫东
坦言，“不亚于一次新创业。”

（下转第三版）

有“禾”正 丰
本报记者 胡海林

详见二版▶

新趋势新空间新潜力
——新市面折射中国经济新活力

好生态引来美“精灵”。2月14日，在沈阳浑河东陵大桥东至鸟岛一
带，一片未结冻的水面引来数千只大雁、绿头鸭、赤麻鸭等水禽，它们或在
水中觅食嬉戏，或振翅飞翔后再落回水面，引来众多观鸟爱好者与鸟群合
影打卡，两者共同构成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千鸟翔集生态美

振兴
论坛

近日，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 宣 布 成 功 部 署 DeepSeek-
R1×昇腾推理模型服务，这标志
着大连市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迈出了
重要一步。据了解，此次部署不
仅实现了从基础模型、AI算力到
服务部署的全国产化，更为全市
各行业生态伙伴提供了接入世界
领先AI技术的便捷通道，将进一
步助力大连市各行业加速迈向数
字化、智能化，为大连市人工智能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见习记者 智曼卿 文
本报特约记者 朴 峰 摄

大连智算中心
成功部署DeepSeek

从教育评价大模型到智能医疗
诊断，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健康陪伴
智能机……“人工智能+”，正润物
细无声地融入百姓日常，打开生活
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
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
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

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
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
和生活方式。

“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卫
生、体育、住房、交通、助残养老、家
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创新智
能服务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指引下，一系列细化推
进举措纷纷出台，助力人工智能技

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人工智
能+”向纵深发展。

明察秋毫的“教师助手”
寒假期间，吉林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昊熟练操作着
电脑上的“知新”教育评价大模型，
阅读他专属的教学评价报告。

（下转第三版）

“人工智能+”打开新生活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观察之二

新华社记者 翟 伟 孟含琪 宋 晨

近日，我省出台《辽宁省加大存量
商品房收购力度 进一步提升住房保
障能力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部署开展存量商品房收购工作。

2 月 1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
责人围绕《措施》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
容，介绍我省加大存量商品房收购力
度，进一步提升住房保障能力有关情
况，并会同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回答
记者提问。

《措施》的出台主要有三方面背
景。一是国家有要求。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工作。2024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支持收
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处置存量商品
房工作。《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
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等
文件也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提出明确要
求，作出具体安排。

二是群众有需求。多年来，我省
认真贯彻国家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积极建设筹集保障性住
房，加强对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
体的住房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当前我省还存在公租房实物房源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的短板，各地也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保
障房供给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毕
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引进人才等
群体住房保障需求。

三是政府有责任。住房问题是
基本民生问题，住有所居是群众的基
本愿望，公租房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
事项，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是完善“市场+保障”住房供
应体系的重要内容。近期，国家已就
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出
台一系列支持政策，省委、省政府抢

抓国家政策机遇，部署开展存量商品
房收购工作，推动我省住房保障能力
进一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我省制定出台《措
施》，贯彻落实国家要求，履行政府住
房保障工作职责，回应广大群众期
盼。《措施》共有10条，包括以下内容：

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收
购存量商品房主要有 5 类用途：一是
用作公租房实物房源，二是用作保障
性租赁住房，三是用作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四是用作养老服务用房，五是用
作城中村改造安置用房。

（下转第二版）

我省开展存量商品房收购工作
到2027年计划通过此方式新增12万套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本报记者 赵婷婷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乍暖
还寒时节，在本钢板材冷轧总厂第三
冷轧厂车间内，一场“无人化”的生产
正在火热进行——无人天车在空中来
回运转，夹取钢卷、吊运物料；调度室
中，技术人员在监控大屏前关注着生
产的运行状态。

这只是我省持续以数字化赋能制
造业的一个缩影。

过去一年，我省坚持推进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条主线”，统筹
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三个
建设”，全面落实 2024 年数字辽宁建
设工作要点41项重点任务，数字辽宁
建设迈出新步伐。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
探索。探索研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
管理和授权运营等制度规范，出台

《辽宁省强化公共数据汇聚 推动数
据直达共享应用的实施方案》，沈阳、

大 连 先 行 先 试 出 台 了 公 共 数 据 授
权、数据交易等制度文件，有效激活
数据要素活力。我省获国家数据局
批准建设辽宁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
区。沈阳市成立全省首个数据资产
登记中心，沈阳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试运营。大连市成立数据产业有
限公司，建立全省首个数据交易平
台，完成公共数据运营授权，面向金
融机构的首批数据产品开发完毕，已
有十余个成熟的数据产品达成交易
意向。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初显。发挥
数字政府建设引领数字化发展作用，
我省政务数据资源体系不断健全，政
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不断提升。夯实
数字政府建设基础，推动政务数据资
源编目和汇聚。全省共编目 10.2 万
条，汇聚数据 516 亿条，建成人口、法
人、信用信息、电子证照等基础数据

库，打通数据共享交换通道63条。丰
富数字政府应用场景。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累计办理业务超过 3.3 亿件，

“辽事通”平均每月300余万人在线办
理业务。“辽政通”注册用户 38 万人，
注册单位 1.5 万个，累计处理收发文
25.8万件、日常事务性审批业务5.6万
个。“都市圈”通办事项 210 项，“沿海
六市”区域通办事项200项。

数字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我省
不断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
数实深度融合发展，全省数字经济保
持较好发展态势。去年 1—11 月，全
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9%；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7%，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9.9%；
产业数字化转型稳中有进，累计培育
创建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39

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104 个、数字化
车间及智能工厂 337 个、智慧农业
应用基地 93 家、电商直播示范基地
100个。

数字社会建设不断深入。以城
市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数字社会建设，
探索数据赋能基层治理，数字普惠化
水平显著提升。推进城市全域数字
化转型，对丹东、盘锦等 5 市和桓仁、
东港等 8 县（市、区）首批省级智慧城
市试点开展终期评估，均达到四星级
以上标准。沈阳城市安全风险综合
监测预警平台和大连多源数据融合
应用赋能城市治理“一网统管”两个
典型案例入选全国《城市全域数字化
转型经典案例集》；依托数字政府基
座项目，开发了具备数据在线查询、
扫码采集信息、多台账关联、一键生
成新报表等功能的基层报表通，已完
成试点社区试用工作。

推进“一条主线”统筹“三个建设”

数字辽宁建设迈出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