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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养马甸子乡因为种植香菇等菌类入选第
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了！”葫芦岛
市建昌县养马甸子乡香菇种植基地负责人王飞
把这个好消息奔走相告。

有了电力的支撑，王飞今年准备“大干一
场”。他说：“我建了一个冷储仓库、一个烘干室，
品质提高了，销路就更广了！”

这些香菇产地主要分布在葫芦岛市建昌县养
马甸子乡及其周边乡镇。“我们公司主要经营香菇
等菌类培育，室温是个关键因素。往年都采用燃
煤的方式为大棚供暖保温，费时耗能不说，供暖效
果还不好，而电温控加热比原来烧煤时省了不少
燃料的支出。”谈到刚开始经营时，王飞感慨万分。

2020年底，葫芦岛供电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以电能替代工程为契机，
针对种植行业能耗大、现行的采暖保温措施安全
程度低等问题，在蔬菜、菌类、生态采摘等经济作
物种植大棚推广电蓄热、热泵等新兴电能替代技
术应用，打造电灌溉、电保温的高标准产区，帮助
农民提效增收。

2021年以来，葫芦岛供电公司通过项目包建
设方案，为养马甸子乡更换变压器 15台，新立电
杆68基，架设线路3.4万米，努力打造电气化香菇
养殖示范基地。

“看我们的电气化大棚，现代化电喷淋、电动
放风机、电动烘干机、电卷帘机、电温控加热等电

能替代技术已经成为标配！”王飞自豪地说。
葫芦岛供电公司在推动乡村电气化的同时，

在线路计划检修停电时，无偿提供发电机等应急
设备，为棚户建立“电管家”专属服务模式，并通
过智能表远程模块实时采集棚户的用电数据、监
控棚户用电情况，为服务棚户提供有效的信息和
数据支撑，避免农作物受损。

现如今，养马甸子乡300多个电气化大棚已全
部投运，香菇年产量3000吨，销往全国各地。葫芦
岛供电公司继续发挥“顶梁柱”作用，全面服务乡
村用能需求，以电气化托起百姓的小康梦，以坚强
电力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电力赋能香菇菌 助农民提效增收

打造电气化香菇养殖示范基地

供电人员正在检查种植基地的电路。
葫芦岛供电公司供图

沈阳积极稳妥推进市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出清，全面完成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接收国企
退休人员41万人；接下来，竞争类企业将全部纳
入混改范围。

昨日，沈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胡滨在沈阳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我市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
加工制造、科技和电子商务、仓储物流、公共事
业以及商务贸易等产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
革，带动了国有企业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增加
了企业资本实力，壮大了全市资产规模，国有资
本带动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还提升

了公司治理能力，实现了企业提质增效。
此次共推介全市国有企业混改项目 13 个，

其中：市属企业集团层面2个，二级以下子企业7
个，区属企业4个，主要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农产品全产业链等多个行业。

2015 年以来，沈阳市结合实际，先后制定
出台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沈阳市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沈政办发

〔2017〕88号）等 5个政策文件，形成了我市国有
企业混改政策体系，对推进混改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跟踪指导和协调解决。

近年来，沈阳市按照国家、省工作部署，加
大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工作力度，截至2020年底，基本完成厂办大集
体改革，改革企业 814户，安置职工 3.6万人；全
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涉及152户企
业 235 个项目，为中央企业节省资金约 1 亿元；
全面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
接收国企退休人员41万人；处置“僵尸”企业249
户，安置职工 6.93 万人。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
题基本出清，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今年，市国资委建立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项目库，对全市国有企业混改项目进行
梳理、收录，对库内项目动态调整、更新，定期进
行宣传推介。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沈41万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推进东北制药、北

方重工等企业集团层
面改革。

改 革 企 业 814
户，安置职工 3.6 万
人。

建立国有企业混
改项目库。

俗语有“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的说法，未来
几天辽宁的天空降雨稀少，气温持续偏高，白天
最高温度基本都在30℃以上，周末更是攀升到
33℃。

沈阳夜间最低温度也大都在 22℃、23℃附
近，昼夜温差不大，加上持续的偏南风控场，空
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还会更加闷热一些。

昨日是中伏第一天，今天是大暑节气，中伏
和大暑通常都会相伴而行，这代表着一年当中
最热的一段日子已经开始，每天都要注意防暑
降温。不过大家也要且行且珍惜，因为进入中
伏也就意味着沈阳最具夏天味道的日子，最适
合下海游泳漂流戏水的日子也不太多了，总共
也就四五个周末。

从“全国中伏热力地图”来看，辽宁的这波
高温也不容小觑，在此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
晒，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但也不要贪凉，
空调温度26℃就刚刚好，这样的天气大概要持
续到下周初，届时降雨的出现会“浇灭”高温的
热情，市民也可以短暂体会一些难得的舒爽。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闫柳报道
152 支机器人比赛队伍参加挑战赛，包
括 2 位院士在内的 41 位国内外机器人
领域大咖参会，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机
器人行业盛会——沈阳机器人大会各
项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将于 8 月 6 日
至8日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和直播平台
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昨日在第六届中国沈阳国际机器
人大会暨 2021 中日韩机器人产业合作
圆桌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沈阳市贸促会
会长赵凯作了相关介绍。

沈阳机器人大会由沈阳市政府主
办，市贸促会牵头承办。自2015年以来
已成功举办 5 届，累计邀请到包括 3 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200多位海内外
机器人领域专家出席相关活动。

沈阳机器人大会将于
8月6日举办

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130 余支赛队角逐 4 项国际赛
事。华晨宝马、上汽通用等20余家龙头
企业参展……

2021中国（沈阳）智能网联汽车国际
大会将于9月9日至12日在沈阳市大东
区举办。大会以“科技引领·智享未来”
为主题，主要包含智能网联汽车大赛、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智能科
技展、智能示范体验活动四大板块，重点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大数据、信息安全技术等生态链展开
探讨。

未来 3 年，沈阳将积极协调华晨宝
马扩大 X3 和新 3 系等纯电车型、5 系插
电混动车型生产规模，引导本地企业研
发生产更多新能源车型。力争到 2023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11 万辆，形
成10GWh/年电池、20万套/年电机生产
能力，推广应用总量达4万辆，建成公共
充电终端7000个。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沈力争新能源汽车产量
2023年达到11万辆

一直到周末阳光占主场 沈城最高温33℃

未来几天辽宁降雨稀少，气温持续偏高。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近日，辽沈晚报会员俱乐部的“辽沈娱乐审
片团”连续组织了多场观影活动，包括《革命者》

《贝肯熊2》《五个扑水的少年》等在内的热门暑
期档影片，审片团影迷都在第一时间抢“鲜”观
影。8月1日，“辽沈娱乐审片团”将迎来一次特
殊的观影活动，本报读者将与抗美援朝老兵一
起观看《1950他们正年轻》。这部关于抗美援朝
的纪录电影将在沈阳举办全国第一场点映，导
演本人也会赶到现场与本报读者互动。

《1950他们正年轻》由宋坤儒执导，导演将
镜头对准26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通过他们
的回忆，还原那段峥嵘岁月。该片拍摄制作历
时四年，主创团队走访全国各地进行拍摄，收录
了不同军种的老兵影像，包括炮兵、文艺兵、军
医、翻译、后勤等，多视角地看那场战争里的每

个人。他们之中，有大家熟知的英雄，如近 90
岁高龄的周继成，他曾经与黄继光一同并肩作
战，也有并不为大家熟知的英雄会首次出现在

银幕上。
作为一部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不仅

有对70多年前岁月的回忆，也会呈现老兵们现
在的生活状况，记录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重新联
络上的激动瞬间。相较于以往的抗美援朝纪录
电影，该片首度大篇幅聚焦“人”本身，聚焦战争
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他们曾经年轻，他们曾经
有梦想，一场战争，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但他们
无怨无悔。

导演宋坤儒透露，四川荣军院1956年的时
候，伤残抗美援朝老兵有两三千人，到去年，就
剩下了9个老兵还健在，“这些还健在的老兵作
为历史长河中的英雄，我们能把他们拍下来，是
我们的荣幸，将这些英雄搬上大银幕，更是我们
的荣幸。” 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

“辽沈娱乐审片团”邀读者

跟老兵一起看《1950他们正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