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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高
新技术企业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3 月 12 日，记者从鞍山市科
技局获悉，鞍山通过采取加强技术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强 化 企 业 发 展 支
撑、狠抓科技成果转化等措施，积
极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做
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蓄能。2018 年，鞍山全市净
增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63 家 ，增 幅 达
34.2%，创历年来新高。

鞍山以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产学
研协同创新等为重点，不断强化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全市围绕“一带五基
地”建设，积极争取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工作计划、省重点研
发计划，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研发
投入后补助，激励企业加大创新研发
投入。2018年，全市民营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2.4 倍。同时，
不断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建设，合理
布局国家、省、市三级研发机构，去年
新增工程研究中心等省级企业研发
机构 16 个，新增省级产业专业技术
创新平台 8个。

为强化企业发展支撑体系，鞍
山狠抓创新主体培育。全市围绕
科技型中小企业群，按照初创期、
成长期、壮大期逐级提升的发展需
求，梯度培育、差异扶持，按需给予
个性化的政策支持。在扩大初创

期 企 业 的 群 体 规 模 上 ，全 市 认 定
“全天候微纳型星敏感器研制”等
9 个科技小巨人种子企业，对每个
企业支持 30 万元；在促进成长期
企业加速成长方面，积极运用直投
基金支持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共有
4 个项目获得 4900 万元第一批省
直投资金支持；在推动壮大期企业
做大做强方面，重点培育科技小巨
人企业。

鞍山还狠抓科技成果转化，积
极提升企业竞争力。全市不断提升
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并举办科技
成果专场推介会，与七彩化学等 10
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重点推进
12 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其中耐高

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膜）等 6 个项
目落地实施。同时，开通运行鞍山
科技服务网，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便利化、信
息化、精准化服务，实现网上交易、
网上服务、网上互动，实行“技术经
理人”制度，新增科技成果转化 88
项，列全省第三位。

据介绍，鞍山高新技术企业已
达 247 家，其中，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新材料、电子信息领域企业数
量处于前三位，占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的 79%。此外，从企业性质看，民
营企业 235 家，占 95%；国有企业 12
家，占 5%，民营企业已成为鞍山高
新技术企业的主体。

鞍山多措并举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
去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63家，增幅创历年来新高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记

者 3 月 12 日从大连市科技局获悉，
《大连市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补
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正式
出台，新获批组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可获得 500万元一次性补助。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支持大连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细则》明确，2018 年
1月 1日后新获批组建或新认定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及省重点
实验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省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包括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产
业专业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
综合服务平台)等都在被支持之列。

《细则》规定，对新获批组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的依托单位，
给予 500 万元一次性补助。根据科
技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定期
评价评估结果，对优秀单位给予 300
万元一次性补助，对良好和基本合格
单位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补助。对
新获批组建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的单位，给
予 100万元一次性补助。

大连对新获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补助500万元

3 月 11 日，沈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沈
阳皇冠蓝莓产业有限公司累计投资2亿元的
1.7万平方米蓝莓深加工车间正式投产。

该车间引进国家浆果加工技术研发专
业中心的最新科技成果——HPP 超高压冷
杀菌蓝莓果汁技术及生产线，解决了传统
果汁热杀菌过程中营养成分流失严重、风
味品质劣变的技术难题。项目投产后，预
计产品年销售额超亿元，将为企业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引进高新技术解加工难题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3
月 12日，记者从锦州市政府获悉，该
市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用 3年至 5年
时间，创建国家 5A级景区、旅游度假
区等国字号旅游品牌 3家；基本形成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初步建成我国知
名的、最具北方特色的生态文化休闲
旅游目的地。确定市本级财政设立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1000 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旅游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起，锦州将
持续完善和优化“山、海、城”旅游产
业空间布局，做足“山、海、城”文章，
叫响“山海福地，锦绣之州”品牌。

其中，“山”指医巫闾山旅游产业集
聚区，以医巫闾山为核心，挖掘以镇
山文化为主线的历史文化、民俗文
化和民族文化，发展健康养生养老
产业、户外休闲体育产业、乡村旅游
产业；“海”指滨海旅游产业集聚区，
对接辽宁沿海经济带其他五市，主
动融入京津冀和环渤海旅游市场。
以笔架山岛为核心，挖掘北方海洋
生态文化，重点发展海洋公园、主题
乐园、渔村小镇、休闲度假区及其配
套旅游产业；“城”指城市休闲文化
旅游产业集聚区，以锦州烧烤和辽
沈战役纪念馆为核心，推出休闲城
市旅游产品。

锦州瞄准“山、海、城”
做旅游文章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3
月 12日，记者在辽阳市文圣区罗大
台镇蒋家湾村看到，由辽阳市宏大
集团投资 1.2亿元建设的蒋家湾田
园综合体一期工程已进展大半。
工程负责人告诉记者，蒋家湾田园
综合体项目是集循环农业、创意农
业、农事体验于一体，顺应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产业发展，
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流
转而建设的，建成后将实现生产发
展、生态宜居、生活安逸三结合的
目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农村改革创新逐步深化，土地
确权、土地流转工作在辽阳市农村
大面积开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
市资本投向农业、投向农村。辽阳
市依托土地流转，不断培育农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此激发乡村振
兴的动力，带活农村经济发展。

2014年，辽阳市开始开展土地
确权工作，涉及全市 47 个乡镇街、
531 个行政村、698 个集体经济组
织、3757 个村民小组、29.39 万农
户 ，确 权 前 登 记 耕 地 总 面 积 为
13.964 万公顷，其中家庭承包面积
为 13.254万公顷。经过 4年多的土
地确权工作，完成实测面积 16.24
万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率达
75%。目前，全市土地确权颁证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年上半
年将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颁证工作。

土地确权稳定了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推动了辽阳农村土地加快
流转，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培育。截至 2018年底，辽阳市土地

流转面积已达 5.66万公顷，占家庭
承包面积的 42.7%，占比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分别达 2320 家和 933 家。去年辽
阳市重点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创
建工作，其中新增 66.7公顷以上土
地股份合作社 10 家，全市总数达
2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位居
全省前列。

记者从辽阳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该市将在上半年全面完
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工作
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改革，加快市、县两级
土地承包经营权数据平台建设，继
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加快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全年将新建土地
股份合作社 15 家，新增家庭农场
70家左右。

辽阳加快土地流转吸引资本投向农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3200家

3月 12日，记者来到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国华乡国华村的一座荒山脚
下，一群呆萌的鸵鸟蜂拥而来。基地
负责人阮雪山说：“经过 5 年多的努
力，我的鸵鸟养殖基地已经有模有样
了，还找到了卖蛋、雏、肉及产品的路
子。今年，我成立了鸵鸟养殖合作社，
乡亲们可以加入进来一起挣钱。”

阮雪山原来经营一家五金店，早
年与煤矿合作紧密，随着煤矿一家家
关停，他的生意遇冷。阮雪山思忖着
转型。他了解到个人可饲养鸵鸟，而
且市场空间相对较大，便萌生了养鸵
鸟的念头。

为了学习养殖技术，阮雪山应聘
到广东一家鸵鸟养殖场。2013 年 4
月，阮雪山从广东购进 200只雏鸟试
养。可是，雏鸟到阜新后先后死亡。

阮雪山查阅资料，分析病因，采用喂
菜油等方法为鸵鸟润滑疏通肠道。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鸵鸟开始适应新
环境，长势良好。

在鸵鸟基地，有200余只鸵鸟。阮
雪山告诉记者，大多数鸵鸟已进入产蛋
期，每只鸵鸟一年可产50枚至70枚蛋，
每枚蛋可以卖200元，每年卖蛋收入就
超过 1万元。去年，阮雪山还卖出700
只雏鸟，收入42万元。鸵鸟肉的市场价
格为每公斤90元左右，一张鸵鸟皮还能
卖1000多元，可以说鸵鸟浑身都是宝。

通过几年的摸索，阮雪山形成了
养殖、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今年
年初，他成立了鸵鸟养殖合作社，打
算以“基地+农户”的模式推广鸵鸟
养殖技术，并与养殖户签订保护价收
购协议，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阮雪山转型养鸵鸟
带乡亲们致富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春耕在即。连日来，凌海市为确
保农资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货源充
足、农民放心，开展了“放心农资下乡
保春耕生产”活动。

凌海组织 110 家信誉好的农资

企业、农资专业合作社在乡镇与村屯
建放心农资经营网络，为春耕生产一
线配送化肥、种子、农药、地膜等春耕
物资。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放心农资下乡保春耕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3月8
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重工·起重）与来自
山西、江西两省的 5 家企业签订了
16 套 7 米以上大型焦炉机械合同，
合同总金额近 10 亿元。其中 4 套
7.65 米顶装型焦炉机械为亚洲最大
型号，代表着国内大型焦炉设备大
型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
最高水平，解决了焦化行业运行成
本、人力成本、停机成本“三高”的难
题，达到当代焦化行业世界领先水
平，让焦化行业烟熏火燎、气味难闻
的窘况彻底成为历史。

据了解，一次性签订16套7米以

上大型焦炉机械合同，创下国内企业
该类设备单笔订单签约数量之最，凸
显了企业在大型焦炉机械研发方面
的技术实力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进一
步巩固了大连重工·起重在中国焦化
行业的龙头地位，标志着企业在中国
焦化行业绿色智能制造进程中再次
走在前列。

近年来，作为国内焦炉机械领
域的龙头企业，大连重工·起重依托
自身优势，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
召，按世界最高环保标准推出智能
化焦炉机械整体解决方案，先后开
发出“智能化焦炉机械控制技术”

“大型焦炉除尘系统技术”等国内领

先的制造技术，并成功应用于首钢
京唐一期、河钢邯钢集团等焦化项
目，赋予新一代焦炉机械在有人值
守模式下的全天候无人操作等功
能，实现了设备在无人操作状态下
的安全、高效、自动工作。同时，对
设备吨产量排放的粉尘、硫化物、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烟尘捕集率高达
98%以上，如同给焦炉戴上“口罩”，
为用户创造了绿色、高效、节能、安
全的增值效益，迅速在国家焦化市
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抢占了技术制
高点，7米以上大型焦炉机械市场占
有率达90%。

大连重工·起重董事长丛红表

示，企业正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高端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为方向，启
动“绿色”引擎，让工业褪去“黑色
素”，产业奔向“绿时代”，抢占装备
制造业新一轮制高点。眼下，企业
正打造大型焦炉机械全生命周期
服务理念，依托大连重工·起重为
国内 60 余家焦化企业提供维保售
后 服 务 的 契 机 ，通 过 远 程 专 家 诊
断、云服务、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
平 台 ，实 时 在 线 掌 握 设 备 运 行 状
态，开启无人化智能运行和智慧服
务 新 模 式 ，力 争 在 2019 年 至 2021
年，实现智能、环保焦炉机械订单
30 亿元的经营目标。

大连重工·起重拿下10亿元环保智能焦炉大单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以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
题，3 月 11 日，开原市举办 2019“春风
行动”招聘会，近 40 家企业提供了约
1800个工作岗位，来自开原市及周边
乡镇的 600 余名求职者参加了招聘
会。当天，有 124 名求职者与用人单
位签订了意向用工协议。

开原市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通
过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进行全方位
宣传。同时，派工作人员到乡镇集市
发放宣传单，给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
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打电话，让更多
人了解招聘会的活动内容。

开原举办招聘会
促进转移就业

本报讯 进入 3 月，丹东市滨江
路、山上街等道路改造工程陆续开始
动工，城市道路“平坦计划”正式实
施。丹东市将对老城区众多老旧破损
道路进行分批分期大修和改造，使市
民出行更方便、城市交通更顺畅。

据介绍，今年，丹东市将继续实施
“平坦计划”，加大城市道路改造建设，
实现四号干线通车，升级改造滨江路、
桃源街等城市道路20条，加固提标民
主桥、七道桥等城市桥梁，启动干线公
路与铁路“平改立”项目 5 处。同时，
做好断桥至五道河段鸭绿江景观带提
升改造和亮化工程，实施城市内河护
岸整治及绿化美化工程。

张晓松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城市道路改造
破土动工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近日，
沈阳市科技局下发申报通知，拟对
2018年标准化项目（创新类）给予资
助奖励，其中主导国际标准或国外先
进标准制定的，可一次性获得100万
元奖励。

自去年 7 月正式开展国家标准
化改革创新先行区建设以来，沈阳市
创新管理体制，完善政策措施，构建
新型“沈阳标准”体系。为引导企业
积极参与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促
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沈阳市
出台了《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门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沈阳市标准化资助
奖励实施细则（创新类项目）》。2018
年，沈阳市对上年度的 34 个国家和
行业标准化建设项目进行了资助奖
励，发放资助奖励金628万元。

按照今年的申报要求，所有沈阳

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队均可申请项目资助奖励，但
项目要符合国家和沈阳市产业政策及
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有利于促进沈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有利于引领支撑沈阳市在农业、工
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有利于助推
沈阳“四个中心”建设。对于主导、参与
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制定的，分别
给予每项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的一
次性资助奖励；主导、参与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修订的，分别给予每项不
超过5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奖
励；主导国家标准制定、修订的，分别给
予每项不超过50万元、30万元的一次
性资助奖励；主导行业标准制定、修订
的，分别给予每项不超过30万元、20万
元的一次性资助奖励。

沈阳出台政策
奖励主导国际标准制定项目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3月12
日，记者获悉，2019 年 1 月至 2 月，沈
阳市商品房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上
涨，商品房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二手房成交量大幅增长，房地产市场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从入市情况看，1 月至 2 月，沈阳
市商品房批准入市85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25.5%。其中商品住房批准入市
70.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0.4%。从
商品房备案量看，1 月至 2 月，沈阳市
商品房合同备案面积154.3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9.7%；备案金额 140.5 亿
元，同比下降8.1%。

二手房转让量方面，1 月至 2 月，
沈阳市二手房转让面积 186.6 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13%；转让金额 77.1
亿元，同比增长 5.1%。其中，二手住
房转让面积 142.7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1.8%；转让金额 65.8 亿元，同比增
长 1.9%。

前两个月沈阳二手房
成交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