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铁西区发布千余项重点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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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阿春报道 日前，沈

阳市铁西区（经开区、中德园）科技创新

资源发布大会在位于中德园的全球工业

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启幕。企业巨头、

行业大咖、专家学者等 300 余人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科技创新资源的共创、共

享、共赢。“北方人工智能安全创新运营

中心”和“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活动

现场正式落地铁西。

据介绍，此次大会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搭建科技供给与需求“双向奔赴”的

协同创新平台，持续赋能产业创新化与

创新产业化。上述两个“中心”正式落地

铁西，将进一步助推铁西以创新培育大

数据业务场景驱动数据交易业务，持续

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助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

活动中，沈阳市铁西区副区长延宁

发布了全区重点创新资源，向全区企业

展示技术需求、科研成果、公共服务、创

新产品等创新资源累计 1000 余项，推动

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沈

阳工业大学重点科研成果、通用技术集

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重点机床产

品、北方药谷德生（沈阳）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生物医药 CDMO 服务资源，以

及“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沈阳分中心）”

“北方人工智能安全创新运营中心”“北

方绿色碳资产赋能中心”“沈阳数据要素

产业园”项目在大会上逐一发布。

活动当天，中德企业国际创新孵化

中心、沈阳中关村智能制造创新中心、腾

讯云（辽宁）数字经济产业基地与新入驻

企业代表进行集体签约，创新创业生态

持续优化。

延宁介绍，铁西区将 2024 年确定为

“科技创新年”，发布了《铁西区 2024 科

技创新年振兴新突破专项行动计划》，此

次大会正是铁西区向社会交出的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期中答卷。目前，

铁西区内已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2700 余

家，高新技术企业6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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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接听来电3000余次 满意率100%
辽宁边检总站“12367平台”提升移民管理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琳报道 7月13日，沈

阳市辽中区第八届葡萄采摘文化节暨“辽

中大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推介会

在辽中区刘二堡镇皮家堡村盛大开幕。

本届葡萄采摘文化节以“‘葡’香一

夏‘萄’醉辽中”为主题，游客不仅可以

漫步在葡萄树间挑选采摘，还可以欣赏

精彩的文艺演出，参观民俗文化馆，感

受“嗨‘皮’一夏‘萄’你喜欢”夏日市集

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副产品

展示、“非遗”大讲堂、主题打卡等多个

主题区域，让游客记住葡萄香甜的同

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到丰

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游客走进刘二堡镇皮家堡村葡萄

采摘园体验采摘游玩乐趣，一串串葡萄

垂吊在绿叶之间，让人垂涎欲滴。刘二

堡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苏二博介绍，皮

家堡村每年 3 月到 10 月，茉莉香、巨玫

瑰、阳光玫瑰等品种的葡萄都会挂满枝

头，外观晶莹剔透，色泽鲜艳，味甜多

汁、香气浓郁。优质的沙质土壤、清洁

的地下水源、充足的阳光照射和适宜的

温差也让皮家堡村成为了全国“一村一

品”葡萄专业村。皮家堡村现拥有设施

农业葡萄 1300亩，年产值达 6000万元，

实现村民年人均收入增加 1000 元。葡

萄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卓越的品质，远销

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

本届葡萄采摘文化节的举办，不仅

提升了“辽中葡萄”“辽中大米”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带动农民增

收，也为辽中区增添了更多的文化魅

力。刘二堡镇将借助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品牌，着力挖掘文旅资源，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努力打造集民宿、采摘、研学

游、夜经济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基地，全

力促进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柏玲报道 沈阳通过发

布地方标准，进一步规范不合格食用农产

品核查处置工作。不仅可提高核查处置效

率，还可实现精准溯源。

近日，由沈阳市市场监管局、沈阳市市

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沈阳标准化研究院）

共同编制的《市场销售环节抽检不合格食用

农产品核查处置工作规范》已发布，将于8

月5日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以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保障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的。对市场销售

环节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的抽样管理、报告

送达、产品控制、复检和异议、原因排查及

整改、调查处理等核查处置工作全流程进

行规范，建立区、县（市）间、有关部门间协

调工作机制，进而提高市场销售环节抽检

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效率；同时，

对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时索取进货凭

证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进行规范。

当抽检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时，能

够做到精准溯源，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控

制风险。

葡萄产业助力辽中皮家堡村民人均增收千元

本报讯 记者贾琼报道 近日，鞍山市

台安县西佛镇东佛村的百亩红树莓种植基

地内香气四溢，红树莓果亩产量高达 2000

公斤，每亩纯利润为5000元左右。

红树莓在国外种植较广，国内种植面

积比较小。红树莓的果实可食用、药用，

叶子也被广泛应用于保健、美容、医药等

行业，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东佛村自然

条件好，昼夜温差较大，为红树莓生长提

供了先天的气候条件。

种植户基地的负责人介绍，红树莓采

摘后4小时内必须放进冷库速冻、冷藏，否

则就会变成汁。种植户专门建设了冷库，

采摘下来的树莓存放在冷库，再按照等级

出口各个国家。

在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皮家堡村，游客亲身体验葡萄采摘。 辽中区供图

沈阳发布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