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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吉高速东洲收费站驶出，中
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纵横交错的管
廊和高低错落的蒸馏塔映入眼帘，这
里是我国重要的石化生产基地之一。

沿匝道向前再行驶几分钟，便能
看见多处未相连的蒸馏塔，与抚顺石

化的蒸馏塔交相呼应，形成了一幅众
星拱月般的画面。

这里便是以抚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为依托而建立的抚顺市东洲
区电解液及隔膜材料产业集群。

近年来，抚顺高新区深度开发

“原字号”，围绕抚顺石化作为“油头”
的资源优势，将精细化工的“化尾”舞
动起来，将小配套写成大文章，沿产
业链建起产业集群。目前，该集群拥
有近10家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行业的
领军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百亿元，
覆盖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行业正极、负
极、电解液、隔膜四大板块，让园区的
左邻右舍成了上游下游，打出了新能
源电池的辽宁品牌。

“别看咱面积不大、企业不多，但
都是行业龙头，个个有绝活。”谈起电
解液及隔膜材料产业集群，抚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彭伟话题
不断。他指着管委会办公楼不远处的
一片蒸馏塔说，那是高新区最早建立
的锂电池电解液企业——抚顺东科集
团。它是国内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碳酸
甲乙酯等材料研发、生产起步较早的
企业。目前，其产品纯度高于国内同
类产品标准，供不应求。与东科相隔
不远的辽宁鑫盾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是
目前全国第二个能为新能源汽车锂电
池正极配套聚乙二醇的龙头企业，其
技术及设备均为自主研发，填补了多
项国内空白，产品问世后迫使国际市
场价格降低了约三成。今年，鑫盾药
化正极二期工程准备开工建设，新厂
区的手续正在积极办理。

如鑫盾药化一样，今年，打算大
展拳脚的企业还有东联安信，其三期
甲基丙烯酸酯系列产品等项目施工

许可已办完，能评、安评、环评已得到
批复，开工在即；贝特瑞锂电池正负
极材料、中化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隔
膜、中国五矿集团锂电池正极等项目
也已在谈，计划年底前落地。

为啥这么多龙头企业将目光投向
抚顺高新区？企业家纷纷表示，因为
这里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这里
有抚顺石化及上百家精细化工企业，
又与盘锦华锦、辽阳石化等上游企业
距离较近，不仅环氧乙烷、焦油等原料
采购半径短，就连生产中所需的氙气
等稀有气体原料也相隔不远；同时，这
里是省级化工园区，拥有较完善的污
水处理、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为企
业建设省去了较大成本。对于高新技
术企业而言，科研是他们最重视的元
素。辽宁拥有大连化物所、沈阳化工
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优质智慧
资源，进行产学研对接更便利。

一边是丰厚的资源，一边是千亿
级的市场，近百亿的生产规模就显得
远远不够。采访过程中，抚顺高新区
的工作人员不断和企业家商量元宵
节过后以商招商的具体事宜。“我们
将通过现有的龙头企业，吸引外省上
下游企业来辽宁投资。目前已有几
家谈得差不多了，不久就能签约。年
底前，新的电池组装项目将开工，届
时，我们就能形成从原料到整装产品
的产业闭环，将辽宁新能源锂电池的
品牌叫得更响。”彭伟信心满满地说。

抚顺高新区深耕石化资源，集聚一批新能源电池配套企业

延链成群“化尾”劲舞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者
2月6日获悉，《中国（辽宁）自由贸易
试验区大连片区（保税区）制氢加氢
一体站技术规范》近日正式发布，这
是该领域全国首个技术规范，将有力
推动大连片区构建制氢、加氢、储氢、
用氢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模式。

大连片区将氢能列为重要产业
发展方向，制定出台氢能产业发展五
年规划，建设氢能产业园，为氢能产
业搭建丰富的应用场景，区域能源供
应补给系统更加完善。全力支持企
业探索非化工园区制氢加氢一体站
建设，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先行先
试，帮助企业解决站内制氢准入难题
和商业运营等问题。

在实践中，大连片区发现甲醇
制氢装置可直接生产出满足燃料电
池车使用的氢气，不仅投资低、建设

周期短，而且原料来源稳定、价格较
低。为促进这一装置建设投用，大
连片区联合专业机构研究制定了制
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并与大连
市标准院有限公司合作，借鉴地方
标准的制定程序，完成该技术标准
的发布实施。

在该技术规范的指导下，中石化
北方能源（大连）有限公司大连盛港加
氢分布式甲醇制氢系统近日完成调
试，成功产出纯度为99.999%的高纯氢
气，实现了制、储、加、运全产业链一体
化发展，这也是我国首个分布式甲醇
制氢加氢一体站。该站为现场制氢提
供了先行样板，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先进经验。截至目前，中石化北方
能源（大连）有限公司已建成两座加氢
站，计划今年再建6座综合加氢站，进
一步丰富氢能场景应用。

全国首个制氢加氢一体站
技术规范在大连出台

1月31日，鞍山电磁阀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在车间里加紧为客户生产各种阀门订单产品。

据了解，该企业是国内电磁阀行业的龙头
企业和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研制和批量生产
电磁阀门、电动阀门、气动阀门、船用阀门等，具
有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产品广泛应用于核

电、船舶、航空航天、石油石化、冶金、电力及装备
制造等行业，行销全国并出口30个国家和地区。

新年伊始，企业正在进行总投资1.7亿元的
高端流体控制装备数字化制造系统改造，开发
数字化控制系统、购置数字化加工设备和数字
化检验检测设备。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提升

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
图①为车间里到处是工人忙碌的身影。
图②为精益求精，严控产品品质。
图③为智能化设备的应用让产品质量有了

飞跃。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智能制造为企业腾飞添动力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持
续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增强市场主体
信心，支持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2 月 2 日，记者获悉，2022 年，辽阳
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18692 户，同
比增长 3.95%，同比增长率排全省
第二位。

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在
辽阳市范围内，实现企业设立登记、
公章制作、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社
保参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
企业缴存登记、银行预约开户等整体
开办时间压缩至 0.5个工作日内，按
照“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
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的要求减
少办事环节、精简申请材料。

支持“一照多址”和“一址多
照”。辽阳市在各登记窗口开展住所
与经营场所分离试点，在住所法定登

记事项的基础上，企业可申请登记一
个住所和多个经营场所，将经营场所
登记为住所的附加登记事项，实现了

“一照多址”。企业在其住所地市域
内增设不需要前置审批的经营场所，
可向经营地县级登记机关备案，免于
办理分支机构登记。同一住所可以
作为多个市场主体住所登记。

为便利企业开立银行账户，企业
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填写开户申
请信息，经企业授权同意后，线上平
台将有关基本信息和银行开户预约
信息实时推送给申请人选定的开户
银行，开户银行生成企业账户预约账
号，并通过线上平台推送给税务、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管理
部门。目前在辽阳，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等 11 家银行机构支持“一网通
办”在线预约开户功能。

辽阳2022年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8692户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就拿到了证书！”丹东鸿利海运有限
公司培训部教务主管赫瑜高兴地
说。近日，鸿利海运公司急需办理船
员证书，公司申办人员通过海事部门
的“海鸥热线”平台咨询。接到电话
后，海事部门立即安排政务服务专员
详细介绍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一次
性将 100 余名船员的证书全部办理
完毕。

春节假期过后，丹东辖区船员、
船企办证服务迎来高峰期。为保障
政务服务便民举措落实落地，丹东海
事局政务中心多措并举，认真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推行“线上帮办、
延时帮办、专员帮办、邮寄帮办、加急
帮办”的“五办”政务服务，为航运企
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截至目前，共
为航运企业办理船员证书146件。

王会文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海事推行“五办服务”
助港航企业复工复产

“这些‘致富牛’是我们幸福生活
的保障，每天我们都精心照料，靠着
它们，我们走上了乡村振兴路。”2月
7日，锦州义县高台子镇北砖城子村
琦俊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
庆宝高兴地说。

走进琦俊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气派的牛舍宽敞明亮，工作人员正在
打扫卫生。牛舍里，膘肥体壮的肉牛
有的在津津有味地享受午餐，有的打
着盹儿惬意地午休。

周庆宝说：“我们养殖场占地约
20亩，有 200多头牛，肉牛品种主要
以‘西门达尔’和‘夏尔兰’为主。肉
牛的销路很好，主要销往广州等地，
基本上是供不应求。养殖场聘用的
都是本村村民，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
北砖城子村养牛场黄牛存栏量

达3400头，年出栏量2000头，依托地
域优势、资源优势及黄牛经纪人丰富
的经验，实现了产销一条龙。养殖合
作社积极推行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村
内的黄牛经纪人为村民提供先进经
验和技术支持，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创
业就业、增收致富，为实现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砖城子村村委会委员胡祥军
说：“北砖城子村自2002年以来出现
了许多养殖大户，其中 7 家比较突
出。随着产业链持续发展，村里相继
成立了合作社。村里给予养殖户政
策引导，帮助养殖户顺利发展，同时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养好“致富牛”走上振兴路
本报记者 崔 治

近日，在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
关的监管下，某公司申报的戴纳肯地
域猫平行进口车驶离大连港汽车码
头，这是该车型首次在大连口岸进口。

平行进口车是指未经品牌厂商
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入
中国市场销售的汽车。近年来，以高
端车型为主的平行进口车市场发展
面临困境。大窑湾海关深入了解行
业状况，积极采取多项举措助力企业

“过冬”——对平行进口车标准符合
性整改试点企业进行个性化帮扶，平
行进口车日整改能力超 100 辆。创
新工作模式，推出“平行进口车一站
式查验”等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据统计，2022年，大窑湾海关现
场监管验放平行进口车 2384 辆，同
比增长1.2倍。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马镇岩 摄

大连平行进口车业务持续回暖

本报讯 采用富氢气体膜分
离—催化脱氧耦合回收工艺，尾气
回收氢直接进入加氢装置，显著降低
了回收成本，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4.8
万吨……2月 7日，记者从盘锦市科
技局获悉，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贺高红带领研发团队为中国石油辽
河石化分公司开展的氢回收项目研
究，每年可为企业创造 3500 万元至
4000万元的可观经济效益。

贺高红是大学教授，也是大连
理工大学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
长。这个研究院由盘锦市政府与大
连理工大学共同组建，是“市校合
作”的重要载体。7 年来，研究院通
过柔性引才，建立起汇聚院士以及

“万人”“长江”“杰青”等百余名高端
人才的专兼职结合的科技研发队
伍，通过做大科研成果蓄水池，打造
产业发展新引擎，为盘锦建设全国
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
供了智力支撑。

盘锦是我省第三个拥有“985”大
学的城市。依托这一宝贵资源创建
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既是提升城市科
研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战略部署，也是大连理工大学服务
盘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抓
手。建院7年来，研究院积极探索体
制机制创新，在人才队伍建设、科技
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服务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在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蹇锡高以及知名专家学者胡永
康、洪定一等成员的严格把关下，研
究院通过柔性引才方式，积极引育创
新人才。截至目前，累计引进专职人
才30人，其中博士10人、硕士20人，
建立起 100 余人的专兼职结合的科
技研发队伍，成为盘锦具有独立科研
攻关能力的生力军。

以服务盘锦产业创新发展为使
命，着力打造高端科研创新平台。截
至目前，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科研
平台 1个、省级平台 12个；依托平台
优势与头部企业合作建立省级实质
性产学研联盟两个；先后与域内几十
家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签订横向科研

项目 149项，获批纵向课题 34项，自
主立项100项。以气体分离膜、海洋
管缆、吸附剂等为代表的多项技术成
功应用，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逾
亿元。

下好创新驱动发展“先手棋”，研
究院不遗余力地推进院企深度融合，
构建基于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分院模式”，为盘锦
产业提质升级打造新引擎。目前，研
究院与中蓝光电、格林凯默等4家企
业建立了“企业分院”，利用共建模
式，靶向助力企业招引人才，引进、消
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科技成果，
增强核心竞争力。

孙璐璐 本报记者 刘立杉

“市校合作”打造盘锦产业高端发展新引擎

城东镇的榛子和婆婆丁、林丰满
族乡的蚕蛹和香菇、黄旗寨镇的蜂
蜜、金沟子镇的酸菜、庆云堡镇的大
米……2月6日，在铁岭开原市2023
年正月十五系列活动现场，汇集了来
自20个乡镇的36家企业以及农户带
来的百余种特色农副产品，吸引了四
面八方赶来的群众。

在城东镇的展位上，大榛子、黏
豆包、黏火勺、婆婆丁等农产品摆满
了展台，绿油油、水灵灵、新鲜采摘的
婆婆丁引来不少游客咨询购买。展
位一侧印有“秀美城东”字样的礼品
包装盒十分引人注目。“为提升全镇

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城东镇以‘秀
美城东’为名注册了商标，并出资设
计制作了包装礼盒。”城东镇宣传委
员郭芯宁说，此次特色农副产品大集
人流量大，正是推介城东特色农产品
的好机会。

在庆云堡镇果蔬产业联合党委
的展区里，大米、草莓、苏子叶、小柿
子及小有名气的庆云煎肉等农副产
品很受欢迎。庆云堡镇老虎头村“第
一书记”罗健一边忙着招呼顾客，一
边笑着说：“我们肩负着乡亲们的重
托来参展，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庆云
堡的好特产。”

集市上，同样吸引人眼球的还有
黄旗寨展区的蜂蜜展台，雪脂莲蜜、洋
槐蜜、蜂王浆、百花蜜……各种各样的
蜂蜜产品受到过往市民的青睐。展台
负责人林宽虽然年龄不算大，却已经
是20多年的老蜂农了，他家的蜂场每
年产蜂蜜10万余斤。“今天带来了上百
罐蜂蜜，本来想着宣传宣传品牌就行，
没想到短短30分钟，就已经卖出20多
罐，还与一家农产品经销公司达成了
初步销售意向，这样的农产品大集真
不错！”林宽高兴地说。

活动现场，各乡镇展区里的叫卖
声、市民的咨询声不断，热闹非凡，烟

火气十足。金沟子镇善粮村食品加
工公司的酸菜、莲花镇的寒富苹果和
苹果酒、八宝镇大湾屯村的韭菜、清
丰村的朝鲜族咸菜等特色农产品都
很走俏，销售十分火爆。

“此次特色农副产品大集汇集了
全市绿色农产品、特色山珍野味等土
特产品，是开原市近年来大力发展农
林经济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据开
原市商务局党组书记陶冶介绍，大集
还设置了风味小吃大集和企业风采
大集，全长 550 多米，不但增加了城
市的烟火气，而且点燃了市民的消费
热情。

百余种特色农产品赶大集
本报记者 王晓波

①① ③③

②②

抓试点、作示范、立样板，一直以
来都是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抓
手，由此而形成的榜单、名单，在反映
趋势、引领潮流、推广经验、激励先进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年，在许多“国字号”榜单、名
单上，都会有我省的地区、企业、品

牌、单位等名列其中。它们缘何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其背后的
故事值得总结。为此，本报开设“榜
上有辽”专栏，组织记者深入上榜主
体，了解它们的成长历程，分享它们
的先进经验，供广大读者参考借鉴。
敬请关注。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抚顺市东
洲区电解液及隔膜材料产业集群成功上榜，我省仅此一家。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是指在县级区划范围内，以中小企业为
主体，主导产业聚焦、优势特色突出、资源要素汇聚、协作网络高效、
治理服务完善，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该类集
群对提升中小企业的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水平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