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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塔
筒高 140米，单个风机叶片长 94米、
重27吨，1000吨履带主吊臂展长156
米……7月 2日，记者在辽宁大唐国
际开原庆云堡 200MW 风电项目施
工现场，目睹了该项目首台“大风车”
的部分吊装过程。

大唐国际开原庆云堡 200MW
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 14.34亿元，将
安装 40 台 5.0MW 风电机组。走进
庆云堡镇西孤家子村，远远便能看
见风机塔筒高高矗立。“从 6月 21日
开始，我们进场施工，今天凌晨 2 点

展开吊装。目前，6段塔筒吊装作业
已全部完成，接下来将进行风机叶
片吊装对接。”项目部副经理崔志永
说，正常情况下，一台机组吊装完毕
需要 4天。

一台机组主要由塔筒、机舱、轮
毂、叶片等组成。塔筒顶部依次与机
舱、轮毂对接，叶片需在地面与轮毂
完成对接。“每个叶片要通过 114 根
螺栓与轮毂紧固相连，3个叶片就是
342 根螺栓，都要按标准力矩拧紧，
然后才能进行吊装作业。”崔志永说。

“风机吊装是个超危大工程，对

每步、每环节的安全管理都需要进行
严格监控。”项目总监胡延锋说，为确
保安全，风机吊装作业和主吊车的安
装与拆除事前需经过专家论证，“叶
片吊装要在4级风速下进行，其他部
件吊装的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为建设绿色新能源基地，依托
重大项目拉动有效投资，铁岭市各
级政府对大唐国际开原庆云堡风电
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开原市组建项
目服务专班，开辟绿色通道。庆云
堡镇政府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帮助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

用料、用工等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
设顺利进行。

“自去年底项目开工以来，我们
按照不超工期、零质量事故等‘两不
超、三个零’要求，挂图作战，科学调
度，跨地同时施工。”崔志永说，目前，
项目已建设完成场内道路43.5公里、
风机桩基础 22基、风机平台浇筑 12
基、集电线路基础95基，升压站实现
了“五通一平”，现在正砌筑围墙，“首
台机组开始吊装作业，标志着项目建
设步入新阶段。今年年底，我们力争
实现整个项目投产发电。”

大唐国际开原庆云堡风电项目首台机组开始吊装作业

力争今年年底实现投产发电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实施告知承诺审批、
压缩审批时限……记者 7 月 2 日获
悉，为规范药品零售经营和许可行
为、统一许可标准、促进药品零售行
业高质量发展，沈阳市修订《沈阳市
药品零售许可验收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细则》），全面优化审批流程，营
造公平有序的药品经营环境。

据介绍，新版《细则》适用于沈阳
市行政区域内药品零售企业（含连锁
门店、单体药店）的监督管理以及《药
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换发的现
场检查和审核工作。新版《细则》提
出，非必要情况下，零售药店变更、换
发经营许可证，可免除现场检查，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对申请开办只经
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实
施告知承诺审批，申请人提交材料符
合要求的，当日即可获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
“同时，我们大力推行‘提交一次

材料’改革。新版《细则》提出，药品
零售企业兼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第二
类医疗器械、食品（含保健食品）可一
次申请、一同核查、一并审批并同时
发放《药品零售行业综合许可证》。”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举压缩审批时间 92.3%，压缩整
合填报要素材料77.2%。”

为进一步便民利企，新版《细则》
新增“远程药学服务”章节，支持药品
零售连锁企业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药
学服务，经批准执业药师可开展远程
审方和用药服务指导，作为驻店执业
药师的有效补充；明确连锁门店和单
体药店均可按照药品储存要求设置自
助售药机销售乙类非处方药，以进一
步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和购药的便捷
性，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

沈阳规范审批流程
优化药品经营环境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道
时值7月，烈日炎炎。在锦州凌海市
大凌河镇尤山子村蔬菜种植合作社
的大棚内，第一茬西红柿陆续成熟。
针对连日来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农
作物病虫害高发等情况，锦州市积极
组织科技特派员奔赴乡村，将夏季作
物管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李老师，这棵西红柿害病了怎
么办？要怎么整枝？”面对种植户的
提问，科技特派员、锦州市农业科学
院专家李安耐心地逐一解答，并对下
茬种植品种选择及栽植注意事项给

予技术指导。
“以前我们种西红柿靠的是土方

法，收成好不好全看天。现在专家教
我们科学的栽培管理知识，与我们建
立长期联系，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种
植户于海霞说。

去年6月，锦州市向相关涉农县
（市）区下派了第二批共12名农业科
技特派员，深入派驻企业（合作社）和
涉农乡（镇）村，积极开展科技服务。
一年来，他们现场走访近 300 人次，
培训农民 1000 人次以上，帮助企业
申请发明专利5项，开展线上特派服

务咨询500次以上。
派驻安源种业、乃霖万和、凌海

达莲3家企业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
工作者”、渤海大学博士刘超，帮助企
业进行标准化体系建设，获国家项目
支持，取得财政资金补贴 1800 余万
元；派驻北镇中安镇窟窿台村的锦州
市农科院专家徐良，协助帮扶的北镇
常兴鸿远合作社在“锦州市庆祝
2023中国农民丰收节”中获得“葡萄
果王”称号；派驻黑山胡家镇曹家村、
黑山敏益米业的锦州市农科院专家
周宝新，促成了敏益米业与浙江大学

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水稻新品种、新技
术对接……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像一
束束光，照亮了乡亲们的笑脸，将农
业科技知识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3年来，锦州市共派出三批48名
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目前，第三批
16 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已全部赴任。
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帮助企业和派驻
乡村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搭建科技
助农“金桥”，对接当地农业生产需
求，在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
面振兴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接农业生产需求 搭建科技合作“金桥”

锦州连续3年组织48名科技特派员下乡助农

七一前夕，经过精密细致的吊装作业，华能
营口仙人岛热电厂18兆瓦中速全集成海上风
电机组稳稳矗立在广阔的海域之上。

在吊装过程中，施工人员克服了海上作
业的重重困难，面对波涛汹涌的海面，确保了
整个吊装过程安全顺利进行。此次吊装不仅

展示了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卓越实力，更标
志着全球海上风电技术迈上新台阶。18 兆瓦
的功率输出，使该风电机组成为目前世界上
大功率海上风力发电设备之一，在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将发挥重
要作用。

图①为施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确保吊装
安全顺利进行。

图②为建设者庆祝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工程圆满完成。

图③为成功对接的瞬间。
本报特约记者 康广义 摄

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营口吊装成功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服
务锦州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等项
目建设、开辟“北粮南运”“北煤南运”
绿色通道……年初以来，锦州海事局
主动融入锦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
挥专业优势，赋能区域发展，推动港
产城融合创新发展，助力东北陆海新
通道建设。

跟进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建设和辽西物流港项目建设，推进

“海事—政府”协同发展向广度和深度
拓展。服务锦州港30万吨级航道改
扩建、锦州港第三港池油品化工泊位
建设等项目建设，设立工作专班服务
窗口，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建立沟通
协调机制，统筹施工作业和港口营运，
精准施策，分段精细化制定船舶通航
方案，加快推进施工作业进程。

开展提升海域动态监控能力研

究，搭建智慧化监管系统，协同推进
智慧港口、智慧海事建设，努力实现
智慧通航，提升船舶通航效率。聚焦
港口发展需求，研究推进CAPE型船
舶夜航及常态化靠泊、集装箱船舶组
合靠泊、重大件运输船舶“丁”字形靠
泊等提能举措，进一步降本增效。开
展辖区航路调整研究，新增推荐航
路，衔接30万吨级航道入口，实现海
上通道畅通。持续推进锦州、葫芦岛
海域水上交通组织一体化建设，开辟

“北粮南运”“北煤南运”绿色通道，最
大限度保障载运重点物资船舶“直进
直靠、直离直出”。

同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持续
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打造“锦心”政
务服务品牌，推行线上指导、材料预
审、现场帮办、容缺办理等全周期政
务服务举措，推动窗口服务升级。

锦州海事部门服务重点项目
推动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

现场看项目 KANXIANGMU

一线聚焦 JUJIAO

本报讯 7 月 1 日一大早，家住
盘锦市大洼区唐家镇袁家村的张勇
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查看当天的天
气和光伏电站前一天的发电数据。
吃过早饭，他仔细检查院子里的光伏
发电设备是否运行良好。这样的习
惯，张勇已经保持了近5年。这座光
伏电站月均发电量超 7000 千瓦时，
月均收益达4000余元。

唐家镇建有分布式光伏电站
216处，是盘锦光伏电站数量较多的
乡镇之一，并网总容量为 17582 千
瓦，年上网电量2584万千瓦时，约占

唐家镇年用电量的 1/4。这些“绿
电”并网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超2.4万吨。

唐家镇内10千伏配电线路有15
条，国网盘锦供电公司为这些线路安
装了近 60 台智慧设备，为部分配电
站房安装了温度湿度传感器、局部放
电检测装置等，能够远程监测线路和
设备的运行情况，自动预警运行隐
患；通过无人机自主巡检技术，检查
变压器及线路运行情况，保障光伏电
站可靠并网。

李岚松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唐家镇
四分之一用电量来自“绿电”

7月 2日，记者走进大连瓦房店
市西杨乡谭家村玉顶山家庭农场，眼
前是一个个栽满地瓜苗的土沙包。

“这是我们今年采用的新模式。和传
统的起垄种植不同，我们在每亩地上
堆出80个近1米高的土沙包，每个土
沙包栽近200棵苗，每亩地的栽苗量
是传统模式的 3 倍。”农场负责人朱
士才说。

西杨乡是瓦房店市地瓜特色产
业优势产区，地瓜种植面积达 1.3万
亩。近年来，当地不断强化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的科技支撑作用，平
均亩产提高到 2000 公斤以上。今
年，堆土包种地瓜的新模式在谭家
村家庭农场进行示范种植，面积为
150亩。

敢于大面积进行示范种植，源于
试种的经验。去年，朱士才进行小范
围试种，在精心管护下，亩产达 5000
余公斤，是传统模式的 3 倍，而且由
于引用了优质新品种，每亩地的产值
达到4.5万元。

据发明这一模式的企业方介绍，
这种丘形立式栽种模式提高了栽植
空间，是增产的关键。同时，增加了
透光性，还能避免重复利用表层土
壤，种出的地瓜条形更好、品质更高。

西杨乡政府负责人表示，将全程
跟踪关注这一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如
情况理想且稳定，将在今后大力推
广。同时，将继续扶持带动地瓜产业
转思路、调结构、创优势，助力特色产
业“地生金”。

堆土包种地瓜 亩产增两倍
本报记者 于雅坤

6月28日，由中铁（辽宁）本桓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北京
局承建的本桓高速公路十工区挂牌
岭隧道进口顺利进洞施工（见上图），
标志着全线最后一座隧道开工建设。

挂牌岭隧道位于本溪市桓仁满

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和吉林省交界
处，为分离式隧道，隧道进口左线长
237.8 米，右线长 241.796 米，是连接
集桓高速与本桓高速的关键工程，预
计12月底实现双线贯通。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本桓高速最后一座隧道开建

6月30日15时，历时7年筹备、7
年建设的国家重大工程，世界综合建
造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深
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受到万众瞩
目。但鲜为人知的是，一群来自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
机器人，作为特殊的工程师，为这项
超级工程倾注了“超级智慧”。

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
于一体，其中隧道部分长6.8公里，最
深处达水下 39 米，是目前全世界最
宽最长的钢壳沉管隧道，隧道体需要

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力。作为沉管结
构最重要的“钢铁外衣”，每节钢壳长
165米、宽46米、高10.6米，全部焊缝
长度加起来达 38 万米，断面相当于
1.2个篮球场。

如何精准、高效地制造这样一
个个庞然大物？新松工业机器人在
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为该工程
配套服务的钢壳智能制造车间，只
有几名工程师在忙碌，生产线上，若
干台新松工业机器人高效执行着复
杂的焊接作业。这些机器人均采用

新松焊接机器人系统，可以模拟人
类娴熟工匠的焊接手法，自主完成
焊接任务。

据新松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焊接对象通常是体积大、重量
高、结构复杂的大型工件，非常依赖
机器人的智能分析与轨迹修正能
力，并且由于焊板较厚，一道焊缝无
法满足工艺要求，通常需要焊接多
道甚至多层多道，进一步加大了工
艺复杂程度。

针对这些现实需求，新松公司采

用柔性制造的设计理念，创新性地将
3D 视觉、点激光寻位、激光焊缝跟
踪、机器人在线控制、机器人智能焊
接等先进技术融入机器人焊接工作
站，机器人可自主适应和规划不同工
件的焊接需求，自动调整焊接姿态，
极大地减轻了传统工业机器人对于
编程示教的依赖，有效解决了钢壳焊
接过程中工件种类多、作业流程频繁
更换等难题，相关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实现了国家重大工程由国产机
器人来造。

国家重大工程 辽宁机器人上！
新松焊接机器人在世界建造难度最高的深中通道工程中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金晓玲

①① ③③

②②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 崔毅报
道 近日，刘子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
里接待了一批重要客人，他们是省内
多地农业农村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中
国农业科学院、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的
专家。客人们此行的目的是学习刘
子成自创的蔬菜秸秆原位还田法，并
拟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使用，以破解蔬
菜秸秆利用难题。

刘子成从事设施蔬菜种植已有
23 年了，是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
族自治县从元号村的蔬菜种植大
户。14 年前，他尝试着把蔬菜秸秆
在棚内就地还田，并逐步摸索出一套

相对成熟的埋肥经验。
站在棚里，刘子成向客人们展示

自创的循环种植土办法，将罢园后的
番茄秸秆放进畦间作业沟，从另一条
作业沟取土覆盖，如此循环。他边挥
锹边说：“秸秆在棚里晒两三天，可以
起到杀菌的作用。一年两茬，秸秆生
成的有机肥相当于铺满了棚。虽然
产量和别人差不多，但仅仅底肥和打
药，一亩就比别人省了1000多元！”

去年起，喀左县依托刘子成的经
验，制定了设施蔬菜秸秆全量原位序
时还田技术流程，并在全县220栋大
棚开展多作物实验。这吸引了沈阳

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教授杨丽
娟的关注，她表示，将提供更多理论
和技术支持，通过共同努力，弥补设
施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短板。

朝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席海军表示，根据他们在当地的测
算，设施蔬菜秸秆和鲜菜的产出比例
约为1∶1。目前，蔬菜秸秆除少量用
于烧火引柴外，绝大部分被扔于村
道、地旁、河套等地，给环境治理带来
巨大负担。

我省是玉米种植大省，近年来，
在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大田玉米秸
秆综合利用率大幅提高。我省也是

设施农业大省，设施农业面积约200
万亩，产量达1267万吨，其中设施蔬
菜产量为980万吨。但长时间以来，
蔬菜秸秆处置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设施蔬菜秸秆全量原位序时还
田技术，省里结合专项试验、对比示
范、数据分析等开展了指标体系和应
用模式探索。下一步，将继续开展联
合技术攻关，细化技术手段和保障措
施，总结出适宜不同作物、不同区域
的配套技术和推广模式，为全国解决
设施蔬菜秸秆利用这一难题贡献辽
宁方案。

农民自创蔬菜秸秆利用法将在全省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