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6日，“打造
示范地 助力十五冬”
辽宁省承办十五冬筹
备工作启动暨辽宁省
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
展冬季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在沈阳东北亚国
际滑雪场成功举办，作
为该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辽宁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冬韵旺年 畅游
辽宁”2023 辽宁冬
季文化和旅游宣传
推广活动启动仪式
同 步 举 办 ，标 志 着
2023 辽宁冬季旅游
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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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同意辽宁举办
第十五届冬季运动会的喜讯，本次活动以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举办十五冬为契机，发
挥资源优势，做强冰雪项目，放大品牌效应，壮
大冰雪经济，推动辽宁进一步打造高品质文体
旅融合发展示范地。此次活动将积极推动文化
旅游元素融入体育赛事、冰雪运动，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国际文化旅游目
的地。

活动中，在沈阳第一峰的山脊上，由专业运
动员、青少年滑雪爱好者组成的滑雪方队，高举
国旗，依次从雪道上蛇形滑下，风驰电掣、雪舞
飞扬，展现辽宁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活动启动后，全省各地将陆续推出“冬日雪
暖阳”沈阳冬季游（国际冰雪节）等丰富多彩的
系列辽宁冬季特色文化旅游活动，包括以冰雪、
温泉、年俗、节庆为载体的冰雪赛事、欢乐冰雪
旅游季、冰雪温泉节、冰雪嘉年华、冬捕文化节、
冰灯灯展、冬季夜市等，让省内外游客充分体验
感受辽宁冬季旅游之好，让“嬉冰雪、泡温泉、到

辽宁、过大年”成为冬季旅游新潮流。
作为承办“十五冬”系列赛事的示范雪场，

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当天也举行了盛大的
开业活动和三项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沈阳东
北亚国际滑雪场荣获三项世界纪录认证：世界
最大的市郊滑雪场、世界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滑
雪场、世界上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滑雪场。拥

有总长度 8390 米的 14 条雪道。其中高级雪道
长 1314 米 ，218 米 极 限 落 差 ，瞬 时 最 大 坡 度
47.97 度。新增 6 人高速拖挂缆车投入运营，单
条承载量高达 3200 人次/小时，加上原有运输
系统，总运力达到 5000人次/小时；单日接待人
次提升到8000人。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胡婷婷

近日，“2023年全国食品预制化（预制菜）产
业基地生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赛迪
顾问消费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3 年全国预
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单》。沈阳市沈北新区（辉
山经开区）从全国 618 个报名参选区县中脱颖
而出，入选全国百强、综合实力东北第二！

数据显示，我国 2022年预制菜市场产业规
模达 4196 亿元，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10720 亿
元规模，成长性极强。预制菜产业已经成为推
进我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深入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培育食品工业增长新动能的重要着力
点。今年 2 月，辽宁省预制菜产业协会正式落
户沈阳市沈北新区，标志着沈北新区已经成为

辽宁省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据悉，本次评选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涵

盖产业实力、产业潜力、产业创新、产业转型 4
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相
关数据显示，预制菜产业百强基地产值呈金字
塔形分布，单从产业规模分项指标来看，塔尖的

“百亿基地”仅17家，沈北新区正是跻身此列。
据了解，沈北新区现有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300余家，预制菜累计注册企业已经达到223家，
规上企业30家，年产值达到134.68亿元，占全市
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的37%，并形成了食品工
业“5条产业链+2条新赛道”的发展格局。

“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以食品工业为主线，

从种子到餐桌的食品全产业链条，预制菜产业
正是沈北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沈北
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沈北新区食品城将坚持践行大食物观，大
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促进“三链”同
构、农食融合，持续推动从种子到餐桌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计划到2025年实现产值450亿元。

同时，沈北还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支撑
体系，以国家省市食品产业规划政策为指引，制
定农产品、食品及预制菜产业发展专项政策措
施等，加大对食品及预制菜全产业链建设支持，
进一步做强做大农产品食品产业链。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今年以来，我省人社部门加大援企稳岗力
度，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帮助
企业增强发展动力。截至10月底，全省累计释
放人社领域惠企减负政策红利35.93亿元。

我省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其中失业保险降费率政策
实施至2025年4月底，工伤保险至2024年12月
底，助力企业持续降低用工成本、吸纳更多就
业。截至10月底，全省减征社会保险费20.94亿
元，其中失业保险费18.85亿元、工伤保险费2.09
亿元。调整缓缴社会保险费补缴方式，已享受缓
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在政策到
期后，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式

补缴缓缴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截
至 10 月底，我省为 821 户次企业（项目）缓缴失
业、工伤保险费0.71亿元，其中缓缴失业保险费
企业352户，缓缴金额0.11亿元；缓缴工伤保险
费企业（项目）469户，缓缴金额0.6亿元。

对不裁员和少裁员的失业保险参保企业实
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 60%返还，大型企业按 30%返
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为形式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群执行。截至10月底，为
8.64万户企业拨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9.35
亿元，稳定岗位233.5万个。再次启动实施失业

保险一次扩岗补助，对企业吸纳毕业年度和离
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的，
按照每人1500元标准给予补贴。截至10月底，
为 2001 户企业拨付一次性扩岗补助 1771.2 万
元，助力 11808 名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
就业。

鼓励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截至10月底，我
省发布青年见习岗位需求 26223 个，参加见习
人员9530人，累计拨付就业见习补贴2931.59万
元。为 32.24 万人次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资
金 2.03 亿元，为 15.1 万人次发放失业保险技能
提升补贴2.43亿元。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2023年，预计全市用水总量27亿立
方米、较年度控制目标少 1.8亿立方米，
高标准完成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工作。

日前，沈阳市召开全市节约用水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全市31个成员单位主
管领导参加会议。会上，沈阳市节约用
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刘旭辉发
表讲话，同时提出了全市在节约用水方
面面临的资源禀赋不足等问题。

2023年，沈阳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分别下降12.74%和28.12%、较年
度控制指标分别降低 2.81 和 19.47 个百
分点，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均可完成。

预计到 2035 年，随着人口的增长，
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31.38亿立方米以
内，将形成水资源利用与发展规模、产
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协调发展的新格
局。全市将继续深入实施节水行动，从
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面把节水放在
优先位置，推进水资源总量管理、科学
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尽快落实
节约用水管理系统立项，按时保质保量
完成年度重点工作和各项目标任务。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2023辽宁冬季旅游全面启动

冬捕文化节、冬季夜市等您来参与

截至10月底

全省累计释放人社领域
惠企减负政策红利35.93亿元

沈北新区跻身2023年全国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

今年预计沈阳
节约用水1.8亿立方米

11月26日，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冬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举行。 辽沈晚报记者 曲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