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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依法落实人民防空警报试鸣
制度，使广大市民进一步了解和熟悉
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不断增强国防观
念和防空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定
于9月18日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
  9月18日上午10时00分— 10时
30分。
  二、试鸣范围
  耀州区（新区）、王益区、印台区
城市规划区，宜君县县城规划区。

  三、防空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
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解除警报：一长音，连续3分钟。
  警报试鸣期间，希望广大市民闻
声勿惊，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并注意对三种防空警报音响格式的
识别。
   
       铜川市人民政府
       2023年9月18日

铜川市人民政府
关于组织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当前，辽宁正全力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万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业
产业基地。
　　连日来，记者走工厂、进车间、看生产线，
感受制造业企业向新而行的努力，触摸辽宁制
造转型升级的“脉搏”，描绘辽宁实施全面振兴
新突破的产业图谱。

聚焦前沿，支柱产业再上新台阶

　　高档数控机床、新款协作机器人、工业
CT……初秋时节，在沈阳开幕的第21届中国
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吸引了全球资源集聚，
为辽宁乃至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
动能。“辽宁省及沈阳市聚焦先进技术，扎实做
好结构调整，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增强产业
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会长李毅中说。
　　长期以来，辽宁以“老字号”“原字号”产业

“打天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少、规模小，发
展步伐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
曾撰写文章，称之为“产业结构偏离之困”。
　　要“脱困”，必须让新兴产业“盆景”变“风
景”。近年来，辽宁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抓
好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超前布局
增材制造、柔性电子、储能材料等未来产业，不
断汇聚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一些新兴产业已经成形，更多新兴产业蓄
势待发。在沈阳市铁西区，投资总额达185亿
元的12个新能源重点项目近期集中签约，采埃
孚新能源电驱动系统及电机生产设备基地等

数十个新能源项目正加快建设。
　　“新力量正在集聚，铁西区将培育千亿元
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东北新能源产业基
地。”铁西区委书记郭忠孝说。

当好“顶梁柱”筑牢“压舱石”，工业锈带迎新生

　　在沈鼓集团转子车间，一身蓝色工装的车
工马长好正端坐在工位机前，通过“云网”系统
获取当天的加工任务和相关数据文件。这家
老牌装备制造业企业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在百
万吨级乙烯压缩机、千万吨级炼油压缩机等领
域实现核心设备国产化突破。
　　近年来，辽宁正通过建平台、创场景、优效
益，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
　　“企业正推进‘产品+服务’智能化升级，由
单机智能化向系统级智能化、工厂级智能化发
展，加速推进大型智慧焦炉、无人化连续卸船
机等产品核心技术的优化迭代。”大连重工装
备集团副总经理董炜说。
　　如今，这家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制造企业的
发展质量不断跃升。今年上半年，大连重工装
备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5 . 7 亿元，同比增长
30.2%，新增订货额同比增长21.9%，利润同比增
长181.4%。
　　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通过创新实现
新突破。前不久，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首台纯电池动力调车机车交付用户。“这款机
车是小功率新能源机车产品，采用平台化、系
列化、模块化、通用化及标准化设计方法。”公
司副总工程师赵刚说，机车平台的搭建将为企
业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制造提供有力

支撑。

激发创新驱动力，“点燃”发展新引擎

　　8月31日，烯材高性能石墨烯薄膜产业化
基地试生产启动仪式在沈阳浑南科技城举
行。这一项目由深圳烯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破解了大厚度、高质量石墨烯膜的制备
技术难题，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超6亿元，
将进一步促进沈阳新材料及高端制造产业的
发展。
　　辽宁始终将鼓励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辽宁省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出台《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落
实《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布局建设辽
宁实验室，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在大连金普新区的科德数控恒温恒湿地
藏式生产车间，一台台企业自主研制的高端五
轴联动数控机床格外醒目；今年初，沈阳远大
企业集团研发的核主泵变频器交付，此前，我
国这一装置一直受制于海外。
　　聚焦“卡脖子”领域，辽宁正在推动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辽宁
先后攻克百万吨级乙烯三机、铁路信号控制等
关键核心技术，开发出±1100kV特高压换流变
压器、平台型智能机床等高端产品，有效服务
国家重大工程。
　　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积聚优势的创新资
源，一幅制造业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的产业图
谱正在辽宁大地徐徐展开。（记者牛纪伟、白涌
泉、郭翔、于也童）
        （新华社沈阳9月17日电）

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产业图谱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成都9月17 日电 （记者
李恒）推荐中国高龄老年人BMI适宜
范围为22.0至26.9，高龄老年人每年至少
测量一次身高、每月至少测量两次体
重……中国营养学会17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发布《中国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
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指南》，给出中国高
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和体重管
理的指导建议。
　　根据指南，高龄老年人指实足年龄
大于或等于80岁的人。体质指数（BMI）
是一种计算身高体重的指数，即体重与
身高平方的比值。体质指数适宜范围指
不良健康结局的发生风险相对较低的处
于某一特定范围内的人体（群）BMI。
　　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施小明在当日由中
国营养学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态势，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机体退行性变化
导致低体重现象普遍，增加高龄老年人
多种慢性病发病及死亡风险。制定我
国高龄老年人的BMI适宜范围与体重
管理标准，不仅填补高龄老年人健康标
准的空白，也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提供科学支撑。
　　“指南主要内容包括年龄计算、体
质指数指标测量、体质指数适宜范围确
定、体重管理等，并提供适合高龄老年
人的膳食营养、身体活动等可干预因素
的指导建议。”施小明介绍。
　　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营养学首席专家赵文华介
绍，现行相关BMI标准指南主要适用于
儿童和成年人，不适用于高龄老年人，
尚未有专门针对高龄老年人的体重管
理指南或BMI适宜范围的推荐标准。
应针对不同体重水平的高龄老年人采
取个体化体重管理策略。
　　指南建议，对于能自主进食且BMI
在适宜范围的高龄老年人，鼓励保持健
康膳食习惯，坚持食物多样性，减少不
必要的食物限制。高龄老年人宜保持
规律的身体活动，减少静坐时间。
　　“该指南适用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及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对高龄
老年人体质指数水平的评价和体重管
理工作的开展。”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毛
琛说。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指南

指导高龄老年人健康体重管理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高敬
戴小河）在17日闭幕的2023年世界地热大会
上，国际地热协会（IGA）面向全球正式发布
《中国地热供暖推荐做法》行业标准。这是全
球地热领域发布的第一项行业标准，对推动全
球地热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记者了解到，《中国地热供暖推荐做法》以
中国地热供暖实践为参照，基于地热能全生命
周期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型制定，给出了中低温

水热型地热供暖的推荐做法，包括地热资源评
价、热负荷计算、开采方案设计、钻完井工程、
供热工程、监测与控制等六部分内容，为这一
产业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标准参照。
　　此前，这项标准已在雄县地热供暖项目、
曹妃甸供暖项目、高阳地热供暖项目等进行了
实施和验证，证明其对于地热能产业的评价、
设计、建设和规范化运营发挥着行业标准的规
范和引领作用，能够保证实现地热能供暖项目
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这项标准由能源行业地热能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牵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市
地质矿产勘查院、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
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单位共同研究
制定。
　　据了解，过去五年，在能源行业地热能专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推动下，我国地热领域
先后研究制定52项能源行业标准，覆盖地热资
源勘查与评价、热储工程、钻完井工程、地热供
暖、地热发电等相关专业。

全球地热领域首项行业标准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