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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关艳玲报道
今年 8 月 15 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
日，省政协在沈阳举行《向绿而行
向新而生》新书发布会。

《向绿而行 向新而生》是省政
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打造的高质
量履职成果之一。该书由各级政
协委员讲述辽宁生态故事，以图文
集的形式推介我省各地自然保护
区，发现辽宁之美、宣传辽宁之变，
生动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我省落地生根的最新成果，展现
了我省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建设
的奋斗历程。

会议要求，省政协要坚持用“小
切口”“身边事”推动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深走实，更
好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更好服务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全
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政协工
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的安排部署，坚持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为美丽辽宁建设
贡献智慧力量，以更加优异的履职
成效迎接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省政协副主席王明玉出席并
讲话。活动现场举行了赠书仪式。

省政协举行《向绿而行 向新而生》
新书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据中
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最新公布
的信息，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辽宁
红沿河核电站累计上网电量 3074 亿
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 924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5333 万
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69万公顷。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位于大连瓦房
店市红沿河镇，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
座核电站，共建有 6 台百万千瓦级压
水堆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671 万千
瓦，年发电能力480亿千瓦时，综合设
备国产化率80%。

红沿河核电站于2007年8月开工
建设，一期工程4台机组采用CPR1000
核电技术，于2016年9月全部投产商
运。二期工程（5、6号机组）于2015年开
工建设，采用ACPR1000核电技术，具
备三代核电技术特征。2022年6月23
日，红沿河核电站 6 号机组投入商业
运行，标志着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红沿河核电站累计上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减排二氧化碳约25333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69万公顷

➡图为红沿河核电站全景。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时代蓝图。阜新市将聚焦高
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改革之智、改
革之为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体制
机制藩篱，为新时代全面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近日，阜新市委书记胡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阜新市聚焦全省“八
大攻坚”任务，求新求变、尽锐出战，
以攻坚之势打好攻坚之战。上半年，
能源结构向“绿”转型，项目建设向

“质”图强，工业经济向“上”增长，闲
置资产向“新”而动，文体康旅向“融”
发力，生态环境向“美”前行，“六个

你”做法向“面”拓展，全市主要经济
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胡涛
表示，阜新市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及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
要求，深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以攻坚克难的勇气抓改革、以决
战决胜的姿态抓发展。坚持系统集
成，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阜新需要
持续推进的40多项改革事项，与对照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及省委全会

《意见》细化的400多项改革任务，一体
推进落实。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
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焦点问题，统筹抓
好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闲置资产盘活

和国资国企、农业农村等改革，以重点
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坚持求新求变，
立足实际做好自主改革探索，重点推
动“六个你”做法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
展各领域，推进政策找人、政策找企，
实现改革与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胡涛说，做好下半年工作，决定攻
坚之战成果，关系三年行动成效。阜
新市围绕打造“两市四区”、实现“双千
双百”目标，集中力量开展十项攻坚
行动，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是锚定方向提速加力，强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暨工业倍增、百万亩农业单
产提升、文体康旅融合一体化攻坚行
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农业提质升
级、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
务，加快推进170万千瓦风电、国电投
风火储热、国核碳纤维等重大项目建

设。二是强化治理接续用力，把工作
做在日常，统筹推进营商环境、生态环
境、法治环境建设，深入开展行政执法

“大整训、重统筹、强优化”行动，深化
园区审批集约化改革，坚决打好科尔
沁沙地歼灭战，健全社会治理“阜政
通”工作体系，稳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厉行节约精
准发力，坚持少投入多产出，集中财力
办大事，满足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
生事业关键领域需要，加强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能，确
保高质量过好“紧日子”。

胡涛表示，要把锐意改革作为选
拔任用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引导全
市各级干部敢于动真碰硬、勇于攻坚
克难，释放更强烈的冲劲、闯劲、干
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阜新实践中
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求新求变开创新局
——访阜新市委书记胡涛

本报记者 李 越

1—12—431。这列数字构成了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热连轧厂的
基层党组织：1 个党总支，12 个党支
部，431名党员。

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如同精密运
转的仪器，焕发高效而卓越的工作活
力：2023年热轧卷板年产量首次突破
千万吨、吨钢成本同比降低17元、总
成本降低1.78亿元……

各成员间的分工与协作不仅让
热连轧厂党委完成了工作上的一次

次超越，更让他们获评辽宁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

8 月 13 日 14 时，热连轧厂 2300
生产线轧钢主控室里，值班长衣伟正
通过鼠标优化钢板坯的装炉策略，他
面前有5块电脑屏幕，分别显示钢坯
在加工生产中的各项关键数据。

“计划员，请把计划号HG2481417
提前装炉。”衣伟发出指令。

板坯上料区操作员开始移动鼠
标，在智慧运营一体化管控平台上完
成了钢坯计划号的位移。

“这样的操作每天要重复多次，”
衣伟说，“行业内叫作‘热送直装’，是
降低成本的核心。”

所谓热送直装，是把上一道工序
传送来的钢坯直接装炉、“趁热”轧制
成钢板，进而起到降低能源消耗、提
产增效的作用，热连轧厂党委书记张
宏介绍。

做出改变对热连轧厂来说并不
容易：2300生产线是2008年投产的，
不具备热送直装能力。“不改变意味
着落后。”张宏说，“改变，需要调整的
就不是一个人。”

这时热连轧厂党委中的“1+12”
开始发挥作用。厂党委在全厂设立
共产党员工程，通过1个党总支和12
个党支部遴选政治优、技能优、业绩
优、作风优、服务优的党员，开展“直

装率”技术攻关。
“没过多久，两条生产线的直装

率分别同比增长16%和12%，能源成
本大幅降低。”衣伟说。

钢材加工从不是单个环节的工
艺，为了进一步降本增效，热连轧厂
党委继续推进党建“1+1”工程，号召1
个党总支和12个党支部“每月解决1
件实事”，开展“一支部一特色、一项
目一品牌、一党员一目标”活动，聚焦
产品质量管控。

“1—12—431”联动引发了热连
轧厂党建与生产的同频共振，目前全
厂已完成技术攻关立项 28 个，创效
4000余万元。

党建引领 激活技术攻关“红色引擎”
——记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鞍钢集团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热连轧厂党委

本报记者 许蔚冰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者8月15日获悉，中国文联近日
批准建立第三批“文艺两新”集聚
区实践基地，沈阳市红梅文创园榜
上有名，成为目前全省首家获此称
号的文化园区。

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
实践基地建设工作自2022年启动，
目前全国共有三批 31 个中国文联

“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获批。
红梅文创园位于沈阳市铁西

区卫工北街，占地面积6.16万平方
米，由过去闻名全国的红梅味精厂

老厂房改造升级并融入创意设计、
艺术展演、音乐创作孵化等文化消
费业态蝶变而成。目前，园区打造
出全国唯一的以味觉为主题的博
物馆“味觉博物馆”、东北最大最具
空间特色的民营艺术中心“发酵艺
术中心”等文化载体，聚集新文艺
组织和新文艺群体 40 个，每年举
办各类文艺演出、展示活动近 200
场次，“工业遗存改造+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工业旅游体育”的运营
模式初见成效，年创造产值近 1.2
亿元。

沈阳红梅文创园成我省首个
“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近日，我省收到国家下达的第二批
自然灾害抢险救援救灾资金 2500
万元。省财政厅密切关注各地险
情汛情灾情，会同省应急厅急速下
达资金，支持丹东、铁岭、营口、沈
阳、鞍山、盘锦、本溪等灾情险情严
重地区开展人员疏散、搜救转移等
工作，竭力守护群众安全。

据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进入防汛关键期以来，省财政厅已
累计下达和调拨省以上各类救灾
资金和物资1.3亿元。为做实做细
防汛救灾资金保障工作，全省财政

部门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坚持“四
个做到”。做到动态掌握每天的灾
情数据、救灾投入以及财政资金使
用情况，精准对接各地救灾需求，
及时争取国家支持；做到救助资
金、抢险资金、水利度汛资金等各
类专项高效融合，同向发力；做到
与应急、水利部门密切配合，紧急
调拨 2 万件生活类救灾物资，调配
17品类5批次防汛抢险物资；做到
支持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国家级救
援队伍（企业队）、省级直属救援队
伍联合应对处置，根据灾情发展及
时前置救援力量。

省财政厅下达2500万元救灾资金
主汛期以来已累计下达和调拨省以上各类

救灾资金和物资1.3亿元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8月14日，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暨2024年辽
宁创新创业大赛高端装备制造行业
赛总决赛在沈阳高新区举行。本次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
题，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
服、城”多向对接交流平台，发现优
质企业和团队，发掘源头创新与早
期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
新创业生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本届大赛全省共有629家企业
报名参赛，数量创新高，其中，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397家，
超过报名总数的60%。经过前期各

市激烈角逐，最终筛选推荐 223 家
企业晋级省行业赛。省行业赛按
照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新
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6 个行业赛道，
分别在沈阳、本溪、鞍山、营口、盘
锦、朝阳举办相应比赛。

据介绍，大赛已成为我省科技
企业技术合作、成果转化、融资对
接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下一步，我
省将继续探索大赛对参赛企业支
持的有效方式，努力把政策做实，
把活动做优，把成果做大，让大赛
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加速器，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辽宁赛区）启动

本报讯 记者黄岩 于雅坤
报道 8 月14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和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在
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
标识牌，发布全省首个世界自然遗
产《司法保护令》，这是全省法院系
统发挥司法力量，对环境资源加强
前瞻性、预防性保护的有力举措。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西部，
是我省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是大连环境资源集中管辖法院
正式挂牌成立的司法保护基地之
一。今年7月26日，位于保护区内

的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结
合辽宁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实
际，明确提出8项禁止性条款，包括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非法进行砍
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
烧荒、开矿、采石、挖砂等活动，禁
止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建设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建设
的项目，禁止非法实施引入外来物
种等人为干扰、威胁野生动物生息
繁衍等行为，进一步筑牢世界自然
遗产的司法保护防线。

我省发布首份世界自然遗产《司法保护令》

香煎鲅鱼、老醋蜇头、罐装虾
皮、扇贝肉、蚬子干……8 月 15 日，
在“振兴之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题展”现场走一圈，这些鲜美的海
产品时时让人生出“我是不是误
入美食节”的疑惑。而除了让人挪
不动脚，它们还承担着另一个重
任——生动地展示辽宁丰富的海洋
渔业资源。

毗邻黄、渤两海，坐拥辽东湾、海
洋岛两大传统渔场，我省发展海洋渔
业有着优越的条件，海参、海胆、蛤
仔、多宝鱼、海蜇等海珍品养殖规模
居全国首位。2023年，全省海洋渔业
增加值412.3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速

5.0%，居全国第四。全省海洋渔业
“全产业链”持续完善，渔业加工企业
达到 844 家，年加工能力超过 300 万
吨，居全国第三位。截至目前，全省
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44个，位列全
国第二。

一直以来，海洋捕捞业是海洋渔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海
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如何跨越万里，
从南极来到大连？答案是坐船。

在成果展的入口处，人们一眼就
能瞧见这艘船——“福兴海”轮的模
型。展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我国
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拥有完全知
识产权、世界最大、最先进的世界一

流专业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别看
模型看起来小小的，但其真实长度
足有 136.6 米，年捕捞能力达 8 万
吨！同时，“福兴海”轮还具备国际
先进的加工废水处理系统，实现废
液零排放，极大地保护南极的海洋
环境。

顺着参观路线前行，许多水产养
殖领域的产品设备映入眼帘——海
水养殖业同样是海洋渔业发展的一
大支柱。

在盘锦展位，几个深灰色、造型
如同小房子的展品模型尤为可爱。

“这是盘锦农业发展集团自主设
计研发的新型多功能人工鱼礁。”盘

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宋
晨曦介绍，人工鱼礁通过“搭房子”

“建别墅”的方式，为海底的海洋生物
提供繁殖、生长、索饵和避敌的场
所，是增殖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
性、实现海洋农牧化的重要途径。

“‘小房子’的使用寿命一般在35年以
上，根据客户需求和海洋情况的不
同，其形状和结构也会有所区别，目
前已应用于盘锦市国家级海洋牧场
7150 亩水域，也将面向全国进行推
广。”宋晨曦说。

熙熙攘攘中，观展者与讲解者不
停交流，期待以渔业发展为窗口，更
多地了解辽宁海洋经济的盛景。

海 阔 凭“ 渔 ”跃
——“振兴之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展”各板块扫描②

本报记者 刘 璐

本报讯 记者赵婷婷报道
8月 15 日，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为主题的全国生
态日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
我省在活动中展示了彰武硅砂、
芦苇生态板材、彰武松、新宾辽细
辛、盘锦大米等 10 余种极具地方
特色的生态产品。当日，我省在
盘锦市举办辽宁省 2024 年全国生
态日活动。

在辽宁活动期间，省发展改革
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

局、团省委、省高法等发布了本部门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抚顺市、锦州
市、盘锦市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经
验交流，沈阳市沈北新区、大连庄河
市、铁岭市西丰县分享了生态文明
试点示范经验。

据介绍，本次活动通过节约会
场用电、应用电子会务材料、乘坐新
能源车等措施控制和减少碳排放。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盘锦市特色生
态产品展示，并对盘锦市“退耕还
湿”项目建设、稻蟹共养等生态产业
融合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辽宁省2024年
全国生态日活动在盘锦举办

（上接第一版）要推动海洋产业提
质增效，强化科技赋能，打造“链
主”企业主导、单项冠军攻坚、专精
特新企业筑基的海洋产业集群，着
力延链补链强链。持续提升港口服
务功能，实现以港促业，港产城融合
发展。

李乐成强调，要拼抢争实狠抓
任务落实。抢抓政策机遇，做好政
策宣传、项目谋划，推动海洋经济领

域“两重”“两新”政策落地见效；坚
持小切口破题，清单化、项目化、工
程化推进，久久为功、一以贯之、一
抓到底。要坚持以港定船、以港管
船，强化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提升渔
业安全保障水平；完善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加强预报预警，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

志解读《关于推动新时代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大连市、营口市、
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
业农村厅、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大连
海事大学作交流发言。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振兴之
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展”。
展览以实物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充
分展示了我省海洋生态环境、海洋主
要产业、海洋科教人才、对外开放合

作等涉海领域主要成果和海洋经济
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健主持会
议。有关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各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中）直有关单
位、中央驻辽企业、中央驻辽金融机
构、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主
要负责同志，沿海县（市、区）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树牢寸海寸金意识 加快海洋强省建设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注入强劲蓝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