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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JUJIAO

8月 14日，位于辽阳市弓长岭
区总投资 5 亿元的圣维矿业公司
年产 60 万吨铁精粉项目施工现
场，塔吊挥舞长臂、挖机轰鸣不
停、卡车往来穿梭，80 余名工人分
散在钢筋加工区、挡土墙砌筑区
等工位，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施工
作业。在建设现场虽然看不出项
目有啥特别之处，但经项目负责
人李红文介绍，却让人对眼前这
个项目刮目相看。

该项目将采用国内最先进的
绿色环保生产设备及智能化生产
线，并配以先进的尾矿井下回填工

艺，井下原矿在开采中直接进入原
矿仓，经过破碎、提炼后的尾矿被
排入地下采空区，矿石破碎、铁精
矿提纯、尾矿处理等全过程保持封
闭，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自动
化、智能化的同时，将彻底解决传
统矿山露天排尾影响生态环境的
问题，实现尾矿零排放。

“项目投产后，从地表是看不
到采矿痕迹的，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极小，可以用‘采矿不见矿、矿山绿
意浓’来形容。”李红文表示，在政
府部门的指导帮扶下，他们力争将
项目打造为无扬尘、无排尾、无堆

料的省级绿色、智能、现代化矿山
标杆项目。

对于因矿而兴的辽阳市弓长
岭区来说，铁矿采选业是重要的
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弓长岭区结合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为主攻方向，积极推动企业开
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
能，全力做优审批服务、强化要素
保障，加快推进建设一批重点项
目，增强发展新动能，攀登高质量
发展新高度。

“项目于今年 3 月进场施工，

目前，6 个大容量原矿仓基本建设
完成，18 米高、380 米长的主厂房
挡土墙已完成工程量的一半。”谈
起项目的喜人进度，李红文说，

“当下，抢抓施工黄金期，我们在
持续调优建设方案的基础上，正
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力争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推动项目在明年 9
月建成投产。”

据介绍，今年以来，弓长岭区
共实施 500万元以上重点建设项目
65个。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4.9%，增速列辽阳市第
二位。

圣维矿业建设无扬尘、无排尾、无堆料绿色矿山项目——

采矿过程实现智能化全封闭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8 月 14
日，为期两天的 2024 大石桥市第五届

“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暨名优特农副
产品展销会闭幕，16家企业现场签订农
产品合作意向，签约金额达 4.8亿元。

营口大石桥市不仅矿产资源丰富，还
盛产水稻、水果、水产品、畜牧和蔬菜“三
水一牧一菜”产品，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等称号，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近年来，大石桥市培育创建国家和
省级农产品品牌 33个，拥有“营口大米”

“营口大闸蟹”“营口小米”3个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和“博洛铺小米”1个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特别是“大石桥大
红袍李子”，荣获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优
质果品大赛银奖，成功获批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商标，并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品和能工巧匠名录。大红袍李子原
产地位于大石桥市周家镇，地势东高西

低，北、东、南三面环山。周家镇的季风
性气候和独特的地貌、充沛的日照、矿物
质丰富的土壤，孕育出口感独特的李
子。目前，周家镇李子栽培面积达 1.5万
亩，种植果树 60 万株，年产李子 700 万
斤，年产值超过 5000 万元，在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大石桥市连续举办五届“大红袍李
子”文化旅游节，旨在以文旅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充分发挥乡村特色资源的引领
作用，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全面推
进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拉动旅游市场消
费新热潮，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开幕式当天，在“大红袍李子王”拍
卖大会上，来自周家镇汤家沟村的一颗
重达 260 克的“果王”经多轮次出价，最
终以 5000元的价格拍走，拍卖所得款项
捐献给了慈善爱心公益组织。

大石桥李子节现场签订农产品合作
意向金额达4.8亿元

8月14日，记者在有着“中国零碳示范
村镇”之称的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看到，
田野上绿意盎然，风景如画（见右图）。

在刚刚进行环境整治的四分场马营子
组，道路干净整洁，村民家门前鲜花绽放，
人们在广场上休闲健身；在老虎山河贾家
店段环境综合治理现场，经过紧锣密鼓的
施工，工程已基本竣工，呈现出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美丽景象；5000 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里，庄稼长势喜人。据了解，农场
正在着力打造“种业小镇”，积极争取乡村
振兴基金，全方位开展光伏项目建设。

郝淑丽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中国零碳示范村镇”
风景美如画

栖身山林、攀坡跳渠、食百草、
饮山泉……8月 14日，记者走进营
口市谦诚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
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的藏香猪养殖
基地，只见上千头藏香猪在各自的
领地或追逐嬉戏，或泡澡觅食。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藏香猪是从高
原地区引进的，经过公司 9年多的
改良，目前已完全适应营口地区的
自然环境。

藏香猪又名“人参猪”，是瘦肉
型猪种。与普通圈养猪相比，藏香
猪体格健壮、蹄细骨硬、脂肪含量
低，养殖方式也大有不同。它是唯

一的放牧型猪种，抗病力特别强，
从小到大不需要打抗生素类药
物。它的食物除了公司专门研制
的生态饲料外，其余的是山上的野
果和中草药，饮用的则是山泉水。
经专业机构检测，公司生产的藏香
猪肉 110项检测指标全部符合欧盟
标准。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式，令藏香
猪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谦诚农
业公司有藏香猪养殖基地 5个，存
栏量达上万头，主要是订单养殖、通
过专卖店销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
3000 余万元。在谦诚农业公司的

带动下，目前已有 600 余名周边农
户、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参与养
殖，共同打造绿色养殖产业链。

在位于大石桥市镁都街道青
花峪村的谦诚农牧养殖示范基地，
上百头藏香猪在山林中撒欢奔
跑。村民姚丽说，她刚刚以“五方
联保”的形式从谦诚农业公司引进
第一批藏香猪。谦诚农业公司总
经理于忠华告诉记者，“五方”是指
公司、银行、保险、村集体、农户，

“联保”是指由村集体推荐诚信农
户，公司为诚信农户无抵押贷款提
供担保，保险公司收取每头猪 12.9

元的保费，由谦诚农业公司承担 7
元，农户只需缴纳 5.9元。同时，谦
诚公司统一配送仔猪和饲料、统一
技术标准、统一回收成猪。

“我们要让农民每养殖一头猪
能净挣 500 元，这是公司托底保证
的。”于忠华说。

眼下，谦诚农业公司正在推
动藏香猪产业由一产向二产转
化，打造天然原生态绿色藏香猪
品牌，产品经冷冻、真空包装后投
放市场，为市场提供优质、健康、
放心的高档藏香猪肉食产品，提
升产业价值链。

吃野果喝山泉 养这样的藏香猪每头净赚500元
本报记者 徐 鑫

本报讯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
及原料工程项目高丙烯渣油催化裂化装
置反应器、再生器（以下简称“两器”）在
项目现场开始预制，项目大型设备制造
工作取得新进展。

高丙烯渣油催化裂化装置是精细化
工及原料工程项目 32 套主要生产装置
之一，以加氢精制渣油为原料，生产干
气、液化气、轻柴油、重柴油和油浆产
品。“两器”作为该装置的核心设备，属于
中低压特大型压力容器，体积分别达
2400 立方米和 6000 立方米，安装位置

高，施工过程涉及多个专业，工序复杂。
华锦阿美公司依据实际情况，采取“工厂
化预制+现场预制场组段+现场模块吊
装”方式施工，将反应器、再生器的壳体
在工厂预制，分片运输到现场，在现场预
制场组装成段，再将分段模块进行吊
装。为保障作业流畅，公司规划预制组
装区域近 1.3万平方米，并将其划分为预
制组装区、材料存放区等。预计 11月底
开始正式吊装，2025 年 5 月实现“两器”
交工验收。

刘勃良 本报记者 刘永安

华锦阿美项目大型核心设备
开始现场预制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近日，
丹东市海洋与渔业发展服务中心承担的

“黄海北部特色水生生物物种DNA条形
码鉴定”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验收结
果显示，本次研究通过对丹东特色水生
生物菲律宾蛤仔、三疣梭子蟹、中国蛤蜊
线粒体全基因组的准确测序、组装和分
析，得到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
mtDNA。

在丹东，菲律宾蛤仔俗称“蛤仔”“沙
蚬子”，三疣梭子蟹俗称“东港飞蟹”，中
国蛤蜊俗称“黄蚬子”，它们是农业农村
部认证的丹东地区地理标志产品。

项目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对这 3
种丹东特色水生生物线粒体全基因组进
行准确测序、组装和分析，得到完整的线
粒体基因组序列，为丹东地区特色水生
生物线粒体基因组演化研究以及基于线
粒体基因系统发育等下游研究的可靠性
提供了原始数据。

本次研究获得的 3种丹东特色水生
生物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为基因挖掘

及其功能鉴定搭建了转录组学研究平
台，可应用于物种鉴定、数据及方法学的
开发。充分利用不同物种同源基因表达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方向发展，为黄海北
部特色水生生物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解析
及重要功能基因挖掘鉴定提供了新思
路。同时，不同物种转录组信息的引入
为同一相似生物过程重要功能基因挖掘
和鉴定及水生生物进化与分化研究开拓
了研究思路，提供了更广泛的证据。

正确认识和准确区分物种十分重
要，DNA条形码技术作为分类学中新兴
的方便、快捷、准确的鉴定手段，实现了
对物种的快速识别。“研究成果获得了丰
富的遗传变化信息，显示了较高水平的
基因多样性，有助于分析生物多样性的
起源和进化，并为物种分类提供有力的
数据支撑。同时，通过天然居群及居群
间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变异的研究，为育
种、开发和保护奠定了基础。”项目负责
人、丹东市海洋与渔业发展服务中心高
级工程师袁甜说。

丹东研究三种特色水生生物
获得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省山参
产业提升大会日前在本溪市桓仁满族自
治县召开，旨在进一步提高林下山参产业
链、供应链质量，引领产业全面升级。80
余名林下山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参
加大会。会议聚焦林下山参产业发展面
临的瓶颈问题，引导链长单位实施跟踪督
办举措；链主企业扶强培优，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链上企业协同创新、联动提升；技
术机构强化基础能力，提升服务质量。

桓仁县是我省中医药产业先导示范
区，林下山参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境
内拥有山参、鹿茸、辽五味等药材 1000
余种，林下山参保护地面积达 65 万亩，
干品年产值约 45 亿元，被称为“中国山

参之乡”。
上半年，桓仁县成立我省第一个县

域中医药管理局和大健康产业服务专
班，召开辽宁、吉林两省七县山参产业发
展县长联席会，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牵头起草了《辽宁省林下山参产业质量
联动提升方案》，并被纳入全省联动提升
方案。

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质量发
展、食品生产、知识产权、标准化等科室人
员进入林下山参产业相关企业走访调研，
助力企业开发新产品，提升质量标准。目
前，好护士药业的人参灵芝孢子粉片完成
技术审批，“山行者”牌林下山参米糠脂肪
烷醇片通过产业化三批验证。

省山参产业提升大会在本溪召开

8万平方米的展厅、100余个国内外
汽车品牌集中亮相……8 月 14 日，2024

（第 29 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大连
世界博览广场启幕。据统计，首日观展
人数达2.4万人，订车、卖车960辆，成交
额达1.84亿元。

本届车展积极邀请新能源汽车企业
参展，绿色低碳概念汽车品牌规模空前、
新面孔众多，约 22 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350台车集中亮相，占比达40%左右。图
为车展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观展。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大连国际车展首日成交1.84亿元

8月 14日，在铁岭市铁岭县阿
吉镇乌巴海村的一片农田旁，几名
工作人员正在调配药剂。随后，一
台载有农药、肥料的无人机飞到田
埂上空，按照事先设置的路线盘旋
在田埂间，将携带的农药、肥料均
匀喷洒。

“我们正在开展病虫害飞防作
业。这台无人机载重量为 50公斤，
每次飞行 10 分钟可以作业 50 亩
地，满负荷运作的话，一天半就可
以完成千亩大豆的喷施作业。”铁
岭市农科院植保所所长、高级农艺
师刘震说。

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的农田
是铁岭县洪尧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千亩大豆实验田。受多轮

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大豆长时间处
于逆境状态，遭遇多种病虫害威
胁。“连续降雨让这片大豆叶片发
黄、打蔫，我们第一时间向农业专
家求助，没想到这么快就迎来了飞
防作业。”洪尧合作社理事长曲东
洋说。

当天，与洪尧合作社一起受益
的还有铁岭县双井子镇双树子
村。在这里，市、县两级植保技术
人员为 4000 亩玉米进行飞防作
业。“这次飞防作业重点针对强降
雨后易出现的玉米螟、棉铃虫、黏
虫、大斑病、灰斑病等病虫害，全程
采用氯虫苯甲酰胺等高效低毒环
境友好型药剂，通过植保无人机喷
施，防治效果好、速度快、效率高。”

铁岭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植物保
护科科长杜刚说。

经过多轮强降雨，铁岭各地
农作物光照不足，抗病虫性较差，
各种病虫害重发生势头明显。抢
抓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铁岭
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迅速组织专
业化植保飞防服务队伍，在各县

（市）区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通
过开展统防统治示范，带动全市
的病虫害防控。

“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正陆续
开始抽穗灌浆，现在是产量形成的
关键期，农作物一旦受到病虫害侵
袭，产量将大幅度降低。”杜刚说，
连日来，铁岭市、县两级农技人员
与植保飞防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

一方面推广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
控等化学防治替代技术；另一方面
应用高效植保机械开展精准施药，
实现现代化高效作业。

据了解，本轮飞防作业面积共
19万亩，目前已完成 85%以上。各
地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增施叶面肥、杀菌剂等，实现
了“一喷多促”的效果，为夺取秋粮
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开展飞防作业的同时，铁岭
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各地，针对易暴
发、易成灾的迁飞性重大虫害，在
做好成虫监测的同时，抓好田间情
况排查，第一时间对高密度发生区
实施集中点杀点治，严防局部暴发
成灾危害。

作物灌浆期 铁岭对19万亩大田开展飞防作业
本报记者 王晓波

蔬 菜 高 速 起 垄 覆 膜 机 缓 缓
起 步 ，起 垄 、覆 膜 、铺 管 一 气 呵
成；蔬菜移栽机紧随其后，仅需
将辣椒苗逐一放入投苗盒，就能
把菜苗精准栽植至设定深度；半
空中，智能喷药机边行进边均匀
地喷洒雾化药剂；红色的设施环
形轨道作业车在事先铺设的轨
道上匀速行驶，方便采收、运输、
管护作业……

8月 12日，一场日光温室蔬菜
机械化现场观摩培训会在阜新市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子
村设施农业基地举办。智能化机

械作业设备开进温室大棚，种植户
围成一圈，听专家讲解新型农机具
的优点和使用方法。

官营子村暖棚占地1500亩，年
产值超2000万元，为全村人均增收
1 万元。今年，省绿色农业技术中
心在全省推广以机械化种植、轻简
化管理、自动化调控、绿色化防控
为核心的“设施蔬菜绿色高效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推动设施
蔬菜发展迈上新台阶。

机械化种植可以实现精准播
种、施肥、灌溉、施药，不但能提高
投入品的使用率，还有助于实现

生产全过程标准化，确保作物品
质提高。为适应机械化作业，官
营子村对暖棚进行升级改造，将
田垄由原来的南北方向改为东西
方向。农业农村部设施蔬菜全程
机械化专家组组长、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孙周平说：“经过大量的实
验示范，田垄方向的改变对产量
来说没有影响，但通过机械化种
植，蔬菜的商品性提高了，市场价
格也随之提高。”

机械化种植更大的优点在于
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日光温
室的蔬菜从翻地、整地、起垄到栽

苗的整个过程，如果全部采用人工
进行，每亩地的成本大约为 1500
元，而采用机械化作业，只需要
300 元，对于大型设施农业园区来
说，效益非常好。”孙周平说。

“日光温室蔬菜实行机械化
种植是推动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生动实践。”阜新市现代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李玉娥表示，“作
为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部门，我
们将承接好这项技术，让设施农
业科技创新的成果得到推广应
用，在阜新落地开花，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用上智能农机 每亩暖棚可节约人力成本千余元
本报记者 田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