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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自来水公司、供热公司、排水公司隶属于松原市公用事业局，系公益类国有企业，以服务保

障民生为主要目标。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优化企业结构，确保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

产品和服务，经松原市政府批准，面向全社会寻求社会化运营合作。

企业简介：

一、市自来水公司：企业是集自来水生产、供应、供水设施维护、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国有公益类

企业，成立于 1994年，公司固定资产总额 52159万元，现有职工 550人。公司共有 3座水厂，56座二

次供水站。日生产能力14万吨，实际完成日供水量8万吨 （不包括油田区域），城区供水主管网163公

里，服务人口38万人，出厂水水质合格率达100%。

二、市供热公司基本情况：企业是集供热、供热设施维护、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国有公益类企业，

成立于1993年，企业固定资产总额64650万元，现有职工810人。现有13个集中供热锅炉房，热水锅

炉34台套，总供热能力1574MW，总供热面积1860万平方米。

三、市排水公司基本情况：企业是负责城区污水处理厂、提升泵站、污水处理设施维护、管理及污

水处理费的收缴工作的公益类国有企业，成立于 2002 年，公司固定资产 57500 万元，现有职工 340

人。公司下辖江南、江北两座污水处理厂及四座污水提升泵站。

承办单位：松原市公用事业局 联系人：韩秀荣

联系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986号 邮政编码：138000

联系电话：0438-2605817 13364386008

松原市公用事业局
2018年4月28日

松原市自来水公司、供热公司、排水公司
寻求社会化运营合作公告

针对近期出现的一些企业、组织和个人在线上和
线下店铺销售公司的产品以及使用公司被授权使用
的商标、Logo及产品照片等行为，为保护公司合法权
益，特做出如下声明：

1、公司从未授权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
式销售公司的产品。公司不对上述企业、组织和个人
未经授权的销售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公司保留
对上述企业、组织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截至目前，公司是韩国艾多美所拥有的商标的
中国境内的唯一被授权人。对于市场上擅自使用公
司被授权使用的商标、Logo、产品照片等的行为，公
司正在积极采取法律措施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3、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擅自使用含有“艾多美”
字样、Logo 或商标等在互联网开设店铺或利用互联
网（店铺）展示、销售公司产品的行为与公司无关。公
司保留对上述企业、组织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4、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若以“艾多美”或公司的
名义进行的公开、非公开性质的集会或组织多人进行
公司产品的宣传行为与公司无关。

艾多美（中国）有限公司（“公司”）
关于国内企业、组织和个人

非经授权售卖艾多美产品的声明

辽宁和江苏的产业合作不断走向深
入，截至 2017 年末，双方对口合作签
约项目 60 个，意向投资金额达 209 亿
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辽宁
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标志
着两省对口合作进入全面推进落实的新
阶段，将助推辽宁提速“新旧动能转
换”。

对口合作有序展开

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

实施方案围绕补齐辽宁省“短

板”，做强“长板”，开出有效

的药方，将为辽宁振兴发展提

供机遇和增添动力

《辽 宁 省 与 江 苏 省 对 口 合 作 实 施
方 案》 提 出 两 省 对 口 合 作 的 目 标 要
求 ， 到 2020 年 两 省 对 口 合 作 取 得 重
要 实 质 性 成 果 ， 建 立 完 善 的 工 作 机
制，构建广泛参与的合作体系，形成
常态化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机制，共
建产业合作园区等重大合作平台，形
成比较完整的对口合作政策体系和保
障措施。

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洋说，“辽
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围绕补
齐辽宁省‘短板’，做强‘长板’，开出
有效的药方。这将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
机遇和增添动力”。

据介绍，《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
作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两省对口
合作的具体内容。其中很多内容都是
针对辽宁振兴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问
题 量 身 定 做 的 。 如 针 对 优 化 营 商 环
境，方案提出互学互鉴两省在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营商环境
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探索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试点，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还有针
对国有企业改革困难，提出鼓励江苏

国有企业拓展辽宁市场，引导和支持
江苏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通过多种方
式参与辽宁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试点。

黄洋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对口合作机制初步建立、对口合作
基础逐步夯实、对口合作工作有序开
展、对口合作成效初步显现，实现了开
好局、起好步。

共建平台共同发展

辽宁与江苏积极搭建合作

平台载体，探索共赢发展道

路，创新体制机制，深化产业

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

升创业创新水平

目前，辽宁正学习借鉴江苏“放管
服”改革、“不见面审批”模式、产业
园区管理服务、“多规合一”和“多图
联审”新模式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有效
做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工作，推动
产业等领域的对口合作。

根据部署，两地在装备制造业等
优势产业方面，将围绕汽车、精细化
工等行业开展重点对接合作，积极推
动燃气轮机产业江苏示范项目建设，
推动辽阳、阜新、葫芦岛等市合作项
目签约落地。在新兴产业方面，组织
盘锦与无锡开展重点合作，推动江苏
新能源龙头企业在锦州、朝阳、葫芦
岛等市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在农
业和绿色食品产业方面，签订两省合
作协议，组织参加江苏展销会和洽谈
会，推介辽宁特色农产品。在生产性
服务业方面，协调推进苏宁集团在辽
宁 省 开 展 农 村 电 商 、“ 互 联 网 + ” 扶
贫 、 商 业 地 产 、 物 流 配 送 等 项 目 建
设。在旅游产业方面，合作建立两省
异地投诉受理和跨区域旅游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机制，搭建两省旅游信息共

享与交流平台，宣传推介辽宁旅游资
源和旅游产品，开通鞍山至南京航线。

除体制机制创新，产业深度合作
外 ， 两 地 还 就 积 极 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提升创业创新水平展开合作。辽
宁将组织企业与江苏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科技成果对接合作，推进共建研
发平台。在开展创业创新合作方面，
学习江苏常州“国家双创区域示范基
地”的成功经验，积极搭建双方合作
平台，组织两地研发企业及科技创新
项目对接，促进跨区域科研合作和成
果转化。

目前，两地还积极搭建合作平台
载体，探索共赢发展道路。辽宁正积
极学习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江苏省
高新区先进经验，推进沈大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沈抚新区与苏州工业园
区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借鉴苏州
工业园区在审批服务、机构设置、激
励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推
进沈抚新区建设。

产业合作实现“1＋1＞2”

通过对口合作，推动辽宁

省资源、装备制造和特色产品

等优势与江苏资本、市场需求

和营销网络等优势相结合，探

索跨区域要素共享、产业互

动、协同发展的新途径

《辽宁省与江苏省对口合作实施方
案》 明确指出，推动两省开展深度合
作，打造重点产业合作典型示范，推
动辽宁省资源、装备制造和特色产品
等优势与江苏省资本、市场需求和营
销网络等优势相结合，探索跨区域要
素共享、产业互动、协同发展的新路
径，促进辽宁与江苏在合作中互相借
鉴 、 优 势 互 补 、 互 利 共 赢 、 共 谋
发展。

辽宁发改委联络协调处处长王鸿
鑫说：“产业合作是两省对口合作的核
心内容和关键所在，通过对口合作，
推动辽宁省资源、装备制造和特色产
品等优势与江苏资本、市场需求和营
销网络等优势相结合，探索跨区域要
素共享、产业互动、协同发展的新途
径。”

两地产业合作将是实现经济发展新
旧动能转换的有利时机，通过新动能的
增量来对冲传统动能的减弱，加快培育
新技术、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两地将整合辽宁的机器人、智能装
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及江苏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资源，共同制定新兴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培育形成一批新兴产
业集群。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
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
造传统动能。辽宁将加强与江苏在典型

“双创”案例、“双创”企业、“双创”
平台、“双创”模式和“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和工作互动。
积极与江苏共同打造“互联网+”产业
合作标杆，推动辽宁“互联网+”产业
提速发展。

对辽宁来说，在产业合作中一方面
是“请进来”，引进江苏的资本、技
术、智力，提升辽宁省装备制造等产业
发展水平，拉长石化、冶金等原材料工
业的产业链，特别是与江苏做好高端制
造业产业链的有效整合，以此做优做强
辽宁省优势产业，推动辽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围绕
辽宁省优势资源和产业产品，如丹东、
本溪等地的旅游资源，盘锦大米、铁岭
榛子等优质农产品，沈阳数控机床、新
松机器人等工业产品，充分利用江苏的
市场空间，推进产需结合、产用结合。
通过双方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产业
互动，实现双赢，达到“1＋1＞2”的
效果。

对口合作加速辽宁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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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工信部公布的第八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名单中，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位列其中，
这是全国首批大数据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也是河北省首个国家级数据中心示范基地。

张北距北京 225 公里，年平均气温只有 2.6℃，是
一个天然的散热场，可为数据中心运营节约降温成本
46%以上。张北空气洁净，可极大减少大数据基础设备
的运营维护成本，延长服务器使用寿命。“京—呼—银
—兰”“中蒙国际光缆”两条国家骨干网络经过张北，
打通了与北京的三条双路由光纤，网络传输接近零延
时。同时，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配套电网完善，负荷
可以达到 93 万千伏，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年发电量达
到 66亿千瓦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柔性直流电站获得
核准，加上已开工建设的 47.5 万千瓦多能互补、22 万
千瓦的微电网项目和 80 万千瓦“互联网+新能源”项
目，到 2020年将至少达到 100亿千瓦时发电量，并实
现新能源对基地的直供电。

依托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优势，张北县针对大数据
产业发展制定了优惠的土地价格、电价支持、资金扶
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全力打造“中国绿色数坝”，规
划了 1.45 万亩的云计算产业基地，一期已开发 3105
亩，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具备“九
通一平”条件。规划建设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区、智
慧示范区、商务办公区和生活配套区5个功能区。同时
按照“审批最快、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目标，把
执行政策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吸
引了一批大数据企业入驻，基地的项目集聚效应、产
业品牌效应、区域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目前，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已吸引阿里巴巴集团
张北数据中心落户，该项目总投资 180 亿元，建设规
模达 30万台服务器。已投入运营的阿里庙滩一期、阿
里小二台一期 2 个项目服务器规模达到 5 台。2017
年，阿里巴巴“双十一”的成交额达 1682亿元，张北
阿里云基地承担了 40%的业务量，支付峰值达每秒
25.6 万笔。除在建的阿里巴巴、广东榕泰等项目外，
基地还分别与浪潮集团、天地祥云等 5 家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预计 2018 年基地服务器运行规模将达 50
万台。

未来，张北的大数据产业将着力在服务器制造和
研发、数据挖掘和交易、大数据运用等方面下功夫，
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前端发展云研发、云制造，后端
发展云服务，真正让冷数据产生热效应。

河北张北县:

打造“中国绿色数坝”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王江浩 刘翠娟

浙江宁波江北区以产业
链布局人才链，以“北岸智
谷”建设为抓手，打造人才
集聚高地，创新创业人才量
质齐升，高端人才集聚态势
日趋明显。近日，8 名来自
新材料、智能制造、生命科
学等领域的中科院院士齐聚
江北区开展为期一周的“院
士江北行”，为宁波经济社
会发展“传经送宝”。江北
区以此为契机，与中科院行
政管理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
系，进一步吸引高层次人才
来江北创新创业，提高宁波
市和江北区的科研水平和产
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落户宁波江北区
以来，发展速度逐年加快，
今年销售额预计可达 8 亿
元。”宁波长阳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金亚东是一名海外
归来的高层次人才。回想当
初创业选址时，他曾先后接
触过不少地方，最终还是选
择了宁波江北，因为这里的
投资环境和人才政策一流。
如今，长阳科技的光学功能
膜产品凭借“系列全、性能
优”的优势，在市场上争得
了一席之地。

目前，江北区全面推进
“北岸智谷”建设，千方百
计招才引智。前不久，江北
出台人才新政，继续加大对
高层次人才项目扶持力度。
江北对于博士、全日制硕士
毕业生、“双一流”建设高
校或江北区产业发展急需紧
缺专业的应届全日制本科学
历毕业生到江北企业就业或
创业的，给予相应的生活
补贴。

引得来人才，关键还要
留得住人才。江北为让人才智慧转化为推进经济发展的
持续动力，全力提升服务水平。除了给予各类人才住房
保障外，江北还完善“最多跑一次”人才服务政策和人
才激励机制，并实施“365全天候”人才关爱制度，从
子女教育、配偶工作、家人疗养等各方面给予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一大批高精尖人才汇聚
江北，其中国家“千人计划”4 人，省级“千人计
划”1 人，博硕士学位人才百余名。江北借力高端人
才智慧，重点培育创新产业，“一网一膜”高新产业
集群初具雏形，膜幻动力小镇光学膜年出货量达 1.7
亿平方米；同时，在近 20 家规模以上工业物联网企业
的带动下，形成了以高性能传感器件、新一代物联网
系统等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结构。目前，江北区物联网
企业产值已突破 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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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从江苏宜兴引进专业人才，建立紫砂培训中心，提升工艺技术，目前紫砂陶瓷产业实现产

值3亿多元，带动就业5000余人。图为辽宁喀左天佑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在整理紫砂壶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