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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3日早晨一上班，辽宁宝
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长李
新就到建设工地转了一圈，检查工
程质量，协调施工进度。年内，宝
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有 4 个总投
资 21 亿元的项目要竣工投产，工
期压力很大。公司采取倒排工期
的办法，严格控制施工进度。李新
说：“新上项目关系到企业由传统
燃料炼制到新型化工材料的产业
升级。我们冬季不停工，就是要加
快转型步伐，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眼下正是天寒地冻的大寒时

节，建设者采取了多种措施，迎接
低温考验，确保施工质量。在年产
12万吨石油针状焦加工施工现场，
焊工杨德永从烘干箱里拿出加热
好的焊条，走进防风棚，在已经预
热的钢结构上开始焊接。建设工
地上，30多个用于焊接的防风棚里
焊花飞溅。

工地上，一个绿色的大暖棚特
别显眼。暖棚外挂两层防火棉毡及
一层苫布，将焦化塔土建基础完整
地罩了进去。通上了暖气的大棚，
满足了混凝土施工所需的温度。2

月2日，也就是腊月二十八，是焦化
塔土建基础交工的日子。工期迫在
眉睫，暖棚内3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
地搭设脚手架，为下一步绑钢筋、支
模板和混凝土浇筑赢得时间。

工期紧、任务重，施工人员放
弃了许多休息时间。杨德永家虽
然离工地只有半个多小时车程，但
工期不等人，他和工友就住在工地
附近，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

加班加点换来了工程进度的
突飞猛进。从去年 11 月 1 日进入
针状焦施工现场以来，80 多天时

间，安装人员完成了 64 台设备、
1400吨钢结构的建设任务。

近几年，宝来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连上新台阶，去年投产了年产
350 万吨重交沥青装置，今年年产
12 万吨针状焦加工、20 万吨特种
白油精加工、30万吨高芳烃环保橡
胶增塑剂和 120 万吨丙烷脱沥青
加工 4 个项目也将竣工投产。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项目，推
动了企业持续发展。到 2020 年，
宝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将实现年
产值 300亿元、利税 20亿元。

焊花飞溅施工忙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1月 24日获悉，借助辽宁自贸试验
区沈阳片区创新实施的集群注册、免
验资等服务举措，企业获得感和区域
吸引力双双提升：新办企业在设立登
记当天即可领到营业执照；累计新增
注册企业 1.7 万户，占全省自贸试验
区新增企业总数的 50%。在此基础
上，今年沈阳片区将建设金融在线服
务平台，开通政策兑现单一窗口，进
一步提高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沈阳市首批试点单位，沈阳
片区率先开设“新办企业服务专区”
和“一证零表”窗口，推行一口受理、

数据共享、帮办衔接等服务，新办企
业可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注册、
公章刻制、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和发
票领取。

今年，沈阳片区将建设和完善 3
个平台、开通两个窗口，进一步提高
区域环境吸引力。

此外，今年沈阳片区还将加强与
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探
索在金融商贸开发区发展自贸试验区

“飞地经济”，设立自贸试验区协同中
心，实现中心内注册企业享受自贸区
政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沈阳片区
的金融创新服务范围扩大至沈阳市。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
新办企业当天即可领照

1月 24日一大早，照料好家里
的牛，建昌县黑山科乡姜杖子村农
民刘国海马上来到村里的养牛合
作社，打水、拌料、打扫，一件事接
着一件事紧忙活。“一头头牛哞哞
叫等着喂食，可不能委屈了这些老
伙计！”刘国海干起活来特别用心。

刘国海干活劲头十足是有原
因的。妻子常年用药，儿子年近三
十没找到对象，以前的刘国海家境
贫寒，日子过得毫无生气。作为村
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户，他
家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得益于党
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2015年年底，负责帮扶姜杖子

村的中国石化辽宁石油分公司为贫
困户送来“扶贫牛”。“价值万余元的
牛都送到家里了，要是再不脱贫，还
对得起谁？”一直苦于没有经营成本
的刘国海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自打“扶贫牛”进家，刘国海家
的玉米和秸秆都不卖了，全给牛留
着。他还用心求教有养殖经验的
人。2016年和2017年，他家的“扶贫
牛”每年下一个牛犊，现在肚子里还
有一个。“两个牛犊卖了两万多块
钱。”唠到这儿，刘国海有些激动，“我
年近七十了，头一回赚这么多钱。”

养牛赚了钱，但不能乱花。刘
国海和儿子商量，决定买台二手三

轮车，爷俩分了工，刘国海继续养
牛，儿子刘怀旭用三轮车走乡串村
收玉米棒，送到定点的回收厂。

“这几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干，什么都没有’。”儿子
开三轮车一年能有近万元收入，刘
国海因为养牛技术水平高、人可靠，
被村里的养牛合作社请过去负责喂
牛，谈好的工钱是一年两万元。

生活好了起来，刘国海主动跟
村里提出两个要求：脱贫、放弃低
保。对于这，刘国海发自肺腑地
说：“以前确实穷，没办法。现在政
府这么帮咱，日子好过了，咱不能
给国家增添负担。”

让刘国海没想到的是，还有更
大的好事等着他。以前由于家里
生活困难，刘国海一直为儿子的婚
事发愁。现在日子好了，提亲的也
上门了。1月 15日，刘怀旭举办了
婚礼。

儿子结婚了，妻子病情稳定，
自家养牛有收入，在合作社打工有
钱赚，刘国海的日子蒸蒸日上。他
告诉记者，虽然主动提出脱贫、放
弃低保，但党和政府还是惦记着他
家。因为妻子是残疾人，去年建昌
县残联给他家安装了一台太阳能
热水器。刘国海说：“在家就能洗
热水澡，冬天洗衣服也不冻手啦！”

养上“扶贫牛”刘国海一家喜事盈门
本报记者 李万东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1月
24日，记者从大连海关获悉，2018年，大
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 4763.8 亿
元，增长13.6%。其中，出口1917亿元，
增长8.1%，占同期我省外贸出口总值的
59.6%；进口 2846.8亿元，增长 17.6%，
占同期我省外贸进口总值的65.7%。

2018年，大连市充分发挥各类开
放平台优势，特别是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质量水平。

积极推动港口资源整合，辽宁港
口集团总部落户大连，开启了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新征程。全面
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推动对外
贸易平稳增长。制定出台 45条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政策措施。

大连去年
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13.6%

1月23日，记者在辽西小商品批
发市场年货工艺商品区看到，各式各
样以猪为主题的春节装饰品已在锦
州市各处登场。

时下，锦州市各大市场到处张灯

结彩，人们沉浸在浓浓的新春气息之
中，喜气洋洋迎接农历猪年。

图为市民在选购各种各样的“生
肖猪”装饰品。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锦州各大市场年货热销

扭秧歌、逛大集、滑冰车，品尝杀猪菜、
看旗袍秀、学非遗剪纸……1 月 22 日，在一
片锣鼓声中，铁岭县大甸子镇启动了“到当
铺屯过大年”活动。春节期间，这里将为广
大游客打造一场热闹温馨、喜庆祥和的年节
农村旅游盛宴。

游客到当铺屯过大年，可以自带鞭炮、春
联、面粉、馅料住进农家院，体验农村过年的
快乐。在传统的农村大集上，游客可以选购
黏豆包、冻秋梨、年画等农村特色商品。

此次活动将持续到2月19日。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到当铺屯过个特色民俗年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岁
末年初，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害农
民工权益问题突出的时间段。1 月
24日，记者从丹东市总工会获悉，丹
东市开展农民工维权、服务农民工法
治宣传、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等
农民工权益保障专项行动，切实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去年 12 月以来，在丹东市总工

会组织下，由工会干部、律师和法律
工作者组成的 5 支法律服务队在农
民工聚集的区域提供法律咨询、受理
法援案件。同时，与人社、公安、司
法、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配合
政府相关部门做好2019年春节前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对受理的
举报投诉、信访和参与处理的欠薪案
件建立工作台账和清单，逐项解决。

丹东开展
农民工权益保障专项行动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
这就涉及影响农村环境的秸秆如何处理问题，以往秸秆处理，大多一烧了之。如今，建平

县从一烧了之到综合利用开发，从无处安放到直接还田，从生活废弃物到变废为宝，在秸秆综
合利用上做足了文章。

2018年，建平县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升耕地质量，促进秸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充分运用财
政对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的补助资金，扶植发展秸秆综合利用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
重点领域和收储运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了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提升了秸秆直接还田和耕地质量，培育
了一批专业从事秸秆收储运的经营主体和秸秆综合利用带头企业，农村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齐心协力狠抓落实

建平县成立以县长为组长，分管
副县长为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领导
为成员的试点县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农
村经济局局长兼任。积极沟通协调，
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
和技术措施，科学测算安排财政补助
资金，因地制宜确定补助方式，把秸
秆综合利用试点的措施进一步落实
到位。项目区的乡镇政府也明确任
务分工，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人，把
责任逐级落实到村、组，确保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该县强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组
建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为秸秆
处理行动提供全程指导。结合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分层次、分环节、
分对象举办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培训
班，加大对各级技术推广人员、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每年培训
规模达到 300 人次，鼓励引导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以秸秆为原料
的固化燃料、生物炭基肥、膨化饲料
生产、收储运体系等新兴产业，提高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水平。

依据绩效目标和实施方案明确
目标任务和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加
强管理，建立工作台账，及时掌握项

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对承担试
点任务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
务组织的工作进展、资金使用、实施
成效等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项目
验收的重要依据并与补助资金拨付
挂钩。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多层
次、多角度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宣传活
动。大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
政策和典型，使人们充分了解秸秆综
合利用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和具体
利用方式，调动各级市场主体利用秸
秆的积极性。

千方百计精心部署

建平县 2017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166533.33 公顷，实际可利用秸秆量
约 138.3 万 吨 ，秸 秆 实 际 利 用 量 为

115 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3.2%，
主要利用途径为肥料化利用、饲料
化利用、能源化利用、基料化利用等
几个方面。

2018年，该县通过充分发挥此次
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项目实施方案
的效能，在原有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
基础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至少增加 5
个百分点。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社会
化服务组织 5 个以上，建立和完善秸
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秸秆露天焚烧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农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进一步增强。

农用优先、多元利用。坚持秸秆
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坚持
因地制宜地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在
满足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推
动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等领域的
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示范推
广，合理引导秸秆燃料化、原料化等

其他综合利用方式，促进秸秆综合
利用多元化发展。

典型示范、整体推进。优先支持
秸秆资源利用量大的行业和企业，通
过组织实施重点项目建设、加大秸秆
综合利用，打造典型模式，构建政策、
工作、技术相配套的长效机制。

市场导向、政策扶持。充分发挥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农民积
极参与的长效机制。加大政策扶持
精准性，完善秸秆收储运、加工利用
等配套措施，通过政府引导扶持，调
动企业和农民参与积极性，打通利益
链，形成产业链，实现共赢。

各项政策执行到位

在肥料化利用方面，建平县制定
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标准和作业质
量规范，强化农机农艺相结合，完善

作业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示范推广
秸秆机械翻压还田技术。计划实施
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及免耕播种
等 4000 公顷，每 0.067 公顷奖补 30
元，预计奖补资金180万元（已享受深
松作业补贴、全程托管补贴的不可同
等享受此次奖补政策）；推进秸秆肥
料化利用水平（炭基肥），对该县现有
生物质炭基肥生产的一家企业生产
秸秆颗粒环节，拟每吨秸秆奖补 40
元，预计奖补资金240万元。

在能源化利用方面，鼓励县乡
（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将燃煤锅炉
改造为秸秆打捆直燃锅炉或秸秆成
型燃料锅炉。锅炉安装完毕后，按照
秸秆直燃锅炉及安装费（以政府采购
价或业务部门询价）总价的 49%给予
供暖企业或秸秆打捆直燃集中供暖
锅炉所有权单位奖补资金。对使用
秸秆打捆直燃锅炉供热面积小于
4000平方米的供暖企业，拟每吨秸秆
奖补供暖企业40元。

在饲料化利用方面，推广秸秆膨
化生物饲料技术应用，把秸秆从质
地坚硬的粗饲料变成易消化吸收的
生物饲料，拟在饲养牛、驴、羊等大
场大户养殖企业择优选择 8 户进行
试验示范，对拥有配电设施、消防器
材、可容纳膨化设备且符合其作业
标准的厂房等相关设施的养殖企
业，每户拟奖补资金 12 万元，预计奖
补资金 96 万元；同时推广秸秆黄贮

饲料应用技术，积极发展秸秆黄贮
等直接粉碎饲喂技术，每吨秸秆补
贴 50 元。拟针对该县常年饲养牛、
驴、羊规模养殖企业和大户给予奖
补，预计奖补资金 119 万元（已享受
青黄贮相关政策的，不可同等享受
此项奖补政策）。

在秸秆原料化利用方面，在县
域内确定一家设施完备、有意向使
用秸秆进行加工食用乙醇的酿酒企
业进行试验示范，拟对选定企业奖
补资金 5 万元，用于秸秆收储及酿
酒设备、秸秆提炼乙醇等相关项目
的建设。

另外，建平县加快培育秸秆收
储运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逐步建
立政府推动、企业和合作组织牵头、
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服务体
系。今年将建立 10 个秸秆收储点，
对拥有秸秆打捆机、拖拉机及运输
车辆等机械设备总投资 50 万元以
上且有固定收储运场所的（有效证
明材料），每个收储点奖补资金 20
万元，预计奖补资金 200 万元。昔
日无处安放的秸秆，如今变成了“香
饽饽”。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提升耕地质
量，富裕农民生活。建平县变废为宝
让秸秆有了新归宿，为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李红霞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建平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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