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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我们
公司建设的锦州市工业互联网平台获
评 2023 年省级重点培育工业互联网
平台，能为工信管理服务提供有效抓
手，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应用工
具。”4月9日，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蓬勃
发展的锦州大学科技园正是如今锦州
市全力实施创业创新“百千万”工程的
一个重要支撑。今年，锦州市整合优
化科教创新资源，全力推进建设百个
以上创业创新基地、设立千万元以上
创业创新基金、吸引万名以上创业创
新人才的创业创新“百千万”工程，奋
力打造区域科教创新中心。

宽敞明亮的数字化展厅里，工作
人员操作着电脑，与此同时大屏幕上
显示着各种数据。“这就是我们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我们正着力推进锦州
市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以冶
金企业为试点，提取企业的共性需
求，接下来，将以冶金行业为示范，成
规模、成批量推进锦州市规模以上企
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用数字赋能企业
高质量发展。”工联智慧工业（辽宁）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道。

锦州市目前有市级以上各类双创
平台73家。今年，锦州市加强双创平
台、双创比赛和企业创新联动，使创新
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需要，使比赛结
果更贴近成果转化流程、股权融资渠
道，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双创平台和科技领军人才作用，提高

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针对性、有效性。
对于企业提出的有效、精准需求，既可
以作为对接知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高端科研人才的现实题目，也可以作
为双创平台、双创比赛的实际题目，提
高创新的联动性、集成性；对于经过论
证有发展前景的题材，还将作为金融
支持、信用支持、政府长期支持的项
目，不断增强企业和项目发展的后劲。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
松，比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是久久为
功的韧性。今年，锦州市围绕“6+1”主
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消
费场景，坚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问效
于企，以对当前经济指标拉动大、对未

来发展后劲足的产业与科技方向为重
点，梯次推进科技创新。通过企业提
需求、政府搭台对接资源、市场化运作
的方式，明确创新方向与具体创新点、
人才对接方向与具体人员、资金来源
与支持方式，引导激发企业创新意识，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锦州市深入企业开展宣传式、引导
式、启发式调研，推动企业发展观念由

“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对于规
模以上企业，聚焦企业创新产品（服务）
向高附加值产品（服务）转型升级的需
求，明确5至10个具体的领域和方向，以
研发高附加值、有市场前景的产品为目
标，加大工作力度，对接知名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央企科研院所等，提高企业科
技成果研发效率和高校院所高价值科技
成果在本地转化率。对于中小微企业，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业
态，超前谋划布局，抓早期、抓“硬件”、抓
前景，助力中小微企业聚力成势、集群发
展，进而为中小微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发
展打下基础。在对企业扶持助力的选择
上，以意愿强、配合度高的企业和创新团
队为重点，先行支持，发挥以典型带全局
的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锦州市实施“手拉手”以才
引才行动，用好用足驻锦高校和现有
科技领军人才的人脉资源，尽最大努
力做大“人才朋友圈”。选取了一批知
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聘任科研处

（社会合作处）负责人为“引才顾问”，
并常态化利用“引才顾问”的磁场效应
和影响力，引进一批重点产业领域的
知名专家学者和领军人才。不断探索

“走出去”模式，与招商引资工作紧密
配合，围绕招商中发现的方向和机会，
实施“产业专班+企业组团引才”、大
赛引才、论坛引才等多种形式。同时，
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圈一带
两区”等重大战略，加强与天津滨海新
区、苏州等先进地区对接交流，常态化
开展“领军人才锦州行”“高校企业走
进先进地区”等系列对接交流活动，探
索“人才飞地”“创新飞地”建设，采取
多种灵活方式柔性引才、借脑借智，破
解高层次领军人才引进难的瓶颈，吸
纳人才来锦留锦、创业就业。

整合优化资源 实施“百千万”工程

锦州打造区域科教创新中心

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报道 打
造海上“蓝色粮仓”。今年，凌海市坚
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双引擎驱
动，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深化
产、学、研一体发展，深耕校企联合，
发展海参精深加工业，海参产业正由
养海参、卖海参向三产融合的全产业
链创新发展转型。目前，全市共创建
13 家国家级海参健康养殖示范场，1
家国家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
区，育苗生产养殖户共 69家，总水体
达47万立方米。

凌海市海岸线全长68.7公里，是
全国纬度最高、温度最低的海域，这
里的冷水辽参尤为著名，海参年产量
约 3万吨（含苗种），占辽参总产量的

三分之一，邻接滨海公路的八千街道
正是凌海海参的代表性产区，有着

“辽宁省海参特色之乡”之称。
凌海市着力将优势资源巧妙转

化为优势产业，秉持着“养优参、养大
参、养好参”的初衷，让每一只海参都
成为品质的象征，每一口海鲜都饱含
着大自然的馈赠。凌海市不断提升
养殖质量和水平，推广新型养殖模
式,采用养殖用水益生菌调节、病害
中药治理等无公害养殖技术，构建起
一整套完备的技术体系。

延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凌海
市已摸索出了海参育苗、养殖、加工、
文旅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
路径，持续激发出产业发展新活力。

去年，凌海市成功举办了中国（凌海）
海参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大会，邀请 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 200 余人参会，极大提升
了凌海海参的影响力。凌海市与中
国渔业协会共创“中国生态海参之
乡”和“中国冷水产品预制菜之乡”；
发布了凌海海参追溯系统，每只凌海
海参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明和产地检
测报告；凌海市还举办了第一届海参
捕捞节，现场评选出单只海参重量
875克的参王。

凌海市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
支撑，利用中国最北端的海水养殖资
源优势，撬动以海参为主的水产品精
深加工、商贸交易、冷链物流等产业

集聚发展。与大连海洋大学共建“海
参生态高产和水产预制菜创新示范
基地”正式揭牌。签约项目涵盖海参
加工、水产预制菜、旅游开发等多个
领域，总投资合作金额70.9亿元。

用心呵护每一只海参，从育苗
到养殖，再从加工到流通，每一个环
节都精益求精。截至目前，凌海市已
有注册的海参加工企业58家，设计加
工能力达 1.4 万吨；还有注册的海参
流通企业 92 家，以及约 30 家海参冷
链仓储主体，仓储库容约 10 万立方
米。凌海海参产业正日益绽放出富
民增收的璀璨光芒。海参产业带动
了当地 1万余人就业，全产业链年产
值达30亿元。

凌海市三产融合精耕海上“参田”
海参全产业链年产值达30亿元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企
业无须提交任何额外的申请材料，奖
补资金就直接打到公司账户。”近
日，辽宁华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凌海市工商联执委企业成为
首批获得“免申即享”奖补的企业，
共领取补助资金 11 万元。据统
计，凌海市 2023 年度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办结审批类问题 4 个，市场
类问题 29 个，政策类问题 32 个，获
评辽宁省 2023 年度“免申即享”改
革十佳典型案例。

“免申即享”是凌海市改善营
商环境，积极为企业纾困的重要举
措之一，实现了政策兑现服务的

“零见面”“零申报”，有助于企业精
准对接政策红利。近年来，凌海市
委统战部、凌海市工商联积极搭建
政企沟通交流平台，汇聚统战力

量，促进民营经济振兴。与凌海市
营商局联合开展了“营商环境专项
民主监督”活动和“清风驻凌海 月
圆营商行”专项行动，与凌海市科
技局联合开展了“中小型科技企业
注册上门服务”，与凌海市税务局
联合开展了“助力小微市场主体发
展专项行动”，深入企业，面对面、
零距离地与企业交流互动，有针对
性地及时回应企业诉求，确保企业
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促进了各职能部门优化办
事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接下来，凌海市委统战部、凌海
市工商联将助力各相关职能部门持
续推进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
快享”工作，扩大惠企政策的宣传范
围，助力惠企政策落实，提高企业等
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凌海市

获评省“免申即享”改革十佳案例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
日，我省首届“强省杯”工业设计大
赛在沈阳圆满落幕。大赛以“设计
赋能，驱动未来”为主题，旨在通过
工业设计的力量，推动我省制造业
转型升级，为产业创新注入新的活
力。锦州市3项作品在大赛获奖。

大赛分为专项组、创意组和产
品组征集作品，紧扣辽宁制造业企
业需求，充分展示工业设计与产业
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造我省工业设
计的重要特色平台。经过数月的前
期宣传、精心筹备与激烈角逐，锦州
市在3个组别的作品评选中均有斩

获：辽宁工业大学的锦州义县大榆
树堡镇上大峪村规划及绿色建筑设
计、全伺服多列背封药品包装机外
观设计分获专项组银奖和创意组铜
奖；锦州万得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获
得产品组优秀奖；锦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

未来，锦州市工信局将继续做好
推进全市工业设计培育发展工作，依
托本次活动发布的工业设计共享协
作平台开展产学研对接与设计成果
转化，为辽宁省乃至全国的工业设计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让设计创新
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无限可能。

三项作品
在“强省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奖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近
日，锦州市首家“石榴籽”工作室授
牌仪式在凌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
区举行。成立“石榴籽”工作室，是
不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
境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社会治理+
民族团结”新模式的创新探索，旨在
有形有感有效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服务
各民族群众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发展。

锦州市民族和宗教局以“石榴

籽”工作室为阵地，加强党的民族政
策宣传；以“石榴籽”工作室为窗口，
提升服务各民族群众水平；以“石榴
籽”工作室为纽带，凝聚民族团结进
步力量；以“石榴籽”工作室为模本，
提高民族工作能力水平。下一步，
将持续探索“石榴籽”工作室的服务
管理和推广模式，发挥积极作用，在
全市各县（市）区逐步成立“石榴籽”
工作室，把“石榴籽”工作室办成“接
地气、叫得响、能推广”的品牌，推动
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

首家“石榴籽”工作室成立

近日，笔架山风景区夏季运营
季启动仪式在景区广场隆重举行。
启动仪式以“世界奇观陆连岛，锦绣
之州笔架山”为主题，进一步推动笔
架山景区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展示笔架山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魅力，让笔架山旅游成为瞩目的焦
点，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览体验。

伴随着发令枪响，作为启动仪式重
要组成部分的2024首届笔架山“天
路”健康跑正式开跑，来自全国各地
的 500 名跑友沿着美丽的渤海湾，
在独特的连岛砂石坝笔架山“天路”
上演“速度与激情”。图为此次健康
跑的打卡点之一—笔架山“天路”。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笔架山风景区夏季运营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近
年来，锦州市义县头道河镇把改善
农村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和突破口，把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促
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坚持农村
环境和乡村产业双攻坚、双提升，
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探索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打开了乡村
振兴建设的新局面，拉拉屯村、张
家湾村、黑山村 3 个村获评省级美
丽宜居村。

头道河镇地处义县西部山区，
耕地4.5万亩，下辖11个行政村。在
环境整治方面，头道河镇聚焦农村
环境薄弱环节，完善日常管护，坚持
闭环管理，着重在扫保队伍建立、设
施设备配备、制度和资金落实上下
功夫。2023年，打响以河道、沟岔、

偏远屯组为主的全镇净化提升战，
治理河道点位11个，全长3.77万米，
清理偏远村屯垃圾 1800余吨。

头道河镇将越来越好的农村
环境作为招引项目、发展产业的

“背景板”，在各村屯改造养殖场、
创办加工车间、发展乡村旅游等，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乡村产
业越来越兴旺、农民腰包越来越
鼓，推动形成以农村环境整治促进
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更好推
动农村环境整治的良性循环。邹
家屯村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建设休
闲旅游露营地，开发民宿等项目；
拉 拉 屯 村 的 果 园 2023 年 收 入 达
12.6 万元，同比增加 3 万元；拉拉
屯、新立屯等村屯发展裸地菜和花
生种植，总面积已超 2500亩。

义县头道河镇

力促农村环境、乡村产业双提升

锦州脚步 JIAOBU

图说 TUSHUO

行走锦州XINGZOU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市委
大院让游客免费停车，真贴心。下次还
来锦州玩。”4月9日，从沈阳到锦州游玩
的王静姝对记者说。清明假期，想逛凌
河夜市的她正愁找不到车位时，听到广
播宣传，游客可以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
于是在交警的引导下，她把车停在了市
委大院内，和朋友们开心地到夜市逛吃。

“市委大院不但让我们停车，还开

放了洗手间，瞬间让我们找到了一种
亲切感。”谈起这次锦州之行，王静姝
赞不绝口。“4月5日约有2000台次车
辆停放在市委停车场，大大缓解了凌
河夜市附近的停车难题。”凌河交警大
队教导员肖春超介绍，当晚在凌河夜
市附近的中央大街和解放路上设置的
引导警力，指引游客把车辆有序停到
市委的停车场内，游客为此纷纷点赞。

锦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说：“如今，
锦州正全力打造英雄红色之城、历史
文化之城、滨海休闲之城、美食飘香之
城，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体验是我们
的责任。为此，去年夏天锦州市委搬
迁新址后，决定在节假日高峰时段免
费开放市委、市政府等10家机关停车
场。这一举措在去年的国庆节、今年
的春节和清明节都得到了游客的认

可。据统计，这3个假期，锦州市开放
的政府停车场为游客提供了1万多台
次的停车服务，同时10家机关的厕所
也免费开放。下一步，我们还将提供
热水等服务，全面满足游客的需求。”

开放停车场的温情举动，树立了
锦州的良好品牌，赢得了游客的好评
和支持，提升了游客对锦州这座城市
的好感度，让更多人爱上锦州。

锦州10家机关停车场3个假期免费停车万余台

最美的4月份里，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锦州处处洋溢着春天的
气息。公园、广场、海滨等处，一丛
丛青草钻出泥土，一树树柳枝重吐
新翠，桃花、李花、玉兰花、连翘花
等悄然绽放；繁花满目，山色返青，

一群群鸟儿自在欢鸣，锦城一派生
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色，随处都
能看到市民出游享受春天的身影。
在东湖森林公园，一处处桃花、李花
争相绽蕾，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
有的是三五好友同行，有的是一家

老少相伴，还有的是专程来此直播
春花的绽放美景。

在锦州北普陀山，阳光照耀
下，一朵朵白玉兰绽放枝头，尽显
清新雅致。株株玉兰在微风中伸
展着褐色枝干，白色花瓣，温润如

玉，散发着清新自然的香气。
春光春色惹人醉，踏青赏花正当

时。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不妨与
春天来一次浪漫的约会，用心去感受
春的韵味，领略锦城的多姿多彩。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春色惹人醉 赏花正当时

锦州印象YINXIANG

东湖森林公园内，李花在枝头争相绽放。 北普陀山上，玉兰花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赏花拍照。

锦州奥鸿药业的技术人员正在查看设备上的生产数据。 本报记者 崔 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