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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记
者 11 月 8 日获悉，凭借制度创新支
撑、服务效能提升与自贸试验区、综
合保税区“两区”优势叠加，辽宁自贸
试验区沈阳片区企业集聚效应持续
显现，对于跨境电商企业的吸引力尤
为凸显。据统计，去年 4月沈阳片区
揭牌运行至今，新增跨境电商企业
114家，在 1.6万余户新注册企业中有
1/3从事国际贸易。

近年来，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
国际贸易方式，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正在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引
擎。今年 7 月，国务院同意在北京、
沈阳等 22个城市新增设立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沈阳加快发展跨

境电商产业提供强大助力。据业内
人士介绍，自贸区发展跨境电商产业
优势明显：自贸区跨境电商平台可降
低退运风险；仓储区保税进口可降低
企业物流费用，发货时间较快且更有
保障。同时，基于自贸区电商平台更
加规范、更有保障的运行模式，消费
者可以享受更加完善的售后服务。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内陆自贸
片区，沈阳片区积极探索制度创新，
简化通关程序，提高通关效率，创新
监管模式，着力为企业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扎实推
进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各重点产业
高质量发展。据辽宁自贸试验区沈
阳片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兰吉介

绍，沈阳综合保税区桃仙园区项目、
金融岛项目等一系列改革创新成
果，为跨境电商的金融服务、智能物
流、风险防控等提供了有效保障，这
些因素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
是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到沈阳片区
落地，开展相关业务。

今年 9月，沈阳跨境电商国际物
流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户沈阳片
区。项目将建设智能仓储和分拣中
心、通关辅助系统、海关监管系统等
软硬件设施，推进“线上平台+线下
园区”互动融合，推动实现商流、物
流、信息流的全面整合。10月，首单

“进口关税履约保证保险”在沈阳片
区签单。这种创新的“银关保”担保

模式，将使企业授信增加、银行代偿
风险降低，尤为重要的是，能帮助
广大中小企业节省大笔担保费用，
让企业享受到改革创新带来的更多
红利。

在已经出台重点产业发展目录
和促进先进制造、金融服务、融资租
赁、科技创新等产业发展政策及实施
细则基础上，近期，沈阳片区将出台
支持物流产业、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
相关政策。政策涵盖公司成立、业务
开展、物流运输等产业链条，集合了
全国多个自贸区、综合保税区的经验
做法、优势特长，其对产业发展的支
持力度，在目前各相关区域现有政策
中将首屈一指。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跨境电商吸引力凸显

新注册企业中1/3从事国际贸易

本报讯 11 月 1 日，经过两年多
建设，辽西地区首个国家级标准轮滑
场——朝阳市体育馆轮滑场正式竣
工。轮滑场总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
拥有标准的200米滑道，集竞赛、训练、
健身于一体，可承办国际、国家级比赛。

目前，仅朝阳市区就有轮滑爱好者
2000余人，轮滑俱乐部已发展到6家。

马 隽 本报记者 张 辉

朝阳建成辽西首个
国家级标准轮滑场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1月 8
日记者获悉，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
街道小南村近日荣获由国家住建部、
国 家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等 部 门 指 导 的
2018 中国最美村镇“乡村振兴榜样
奖”。近年来，小南村大力进行美丽乡
村建设，2017年，全村实现社会总收入
17.8亿元，人均收入 3.3万元。

旅顺小南村获
“乡村振兴榜样奖”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秋后
降雪前，正是秋冬季造林的黄金时
段，目前沈阳西北部的各县区正大范
围开展绿化造林工作。据沈阳市林
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秋冬季
沈阳市预计造林 2666公顷。

走到树坑前，单手扶好树苗，迅
速用铁锹填上沙土……11 月 7 日，
在沈阳秋冬季造林现场——新民市
机械林场大窖工区，50 人的造林队
伍整齐划一地向前推进。经过冬季
的雨雪滋润，明年春天，这些秋冬季
新植的树苗就会成长为一棵棵小树，
三年之后，这片 333公顷的林地将为

柳河、绕阳河地区新增一片绿洲。
作为沈阳市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还湿还湖还生态工程”的重点区域，
新民市 29个乡镇、街道在 10月 20日
到 11 月 20 日期间，预计将完成造林
面积 2000 公顷，完成沈阳秋冬造林
任务的 75%。

根据省政府的考核指标，到 2020
年底，沈阳市将新增森林面积 1.5 万
公顷，森林保有量要达到 18.2 万公
顷，新增森林覆盖率 1.3个百分点，森
林覆盖率达到 14.1%。截至目前，沈
阳市森林保有量已达 16.7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为 12.9%。

今年沈阳秋冬季造林2666公顷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11
月 4 日，红沿河核电站 6 号机组两台
蒸汽发生器运抵施工现场，这是 6号
机组首批到场的核岛主设备。这标
志着 6 号机组进入核岛主设备安装
高峰期。

蒸汽发生器是核岛最大的设备，
每台机组配备 3 台蒸汽发生器。红
沿河核电站 6号机组的 3台蒸汽发生
器由上海电气制造。此次，两台蒸汽
发生器同船运抵红沿河核电站，另外

一台蒸汽发生器以及反应堆压力容
器将在本月内到场。这些核岛主设
备运至现场后，工程人员进行必要的
检查，然后吊至反应堆厂房 20 米平
台，在专业环吊的帮助下就位，并开
始严密专业的焊接作业。

据介绍，从今年 3 月开始，红沿
河 5 号机组核岛主设备陆续进入核
电站，现已完成主管道焊接，正在实
施进一步的安装工作。6号机组计划
于 2021年建成投产发电。

红沿河核电站6号机组
进入核岛主设备安装高峰期

11月7日，记者在沈阳地铁九号线工程铁西广场站施工现场看到，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进行
站台内部地砖铺设和装修工作。目前，地铁九号线工程进展顺利，已经实现轨通，各个车站、区间、
风水电安装等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预计沈阳地铁九号线将于2019年4月载客试运营。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阳地铁九号线站台开始内部装修

本报讯 11月8日，记者从阜新
市政府获悉，近日，阜新国家液压装
备特色产业基地通过国家火炬中心
复核，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以液压装备
制造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

液压产业基地成立以来，一直坚
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高端
化、系统化、工程化、国际化的发展方
向，基地已初步形成了以液压产业为
特色，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电子信息、
农产品深加工业为辅助，各产业协调
发展的产业格局。液压产业基地所
在的阜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准
晋升为国家级高新区。

目前，液压产业基地拥有工业

企业 161 家，液压装备制造类企业
74 家，液压及装备制造企业占全部
工业企业的 46%。2017 年，液压产
业基地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39
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15%；实现
销售收入 37.5 亿元。液压产业基地
主导产品已全面进入汽车、工程机
械、机床、冶金矿山机械、发电设备、
石油化工、轻工以及国防军工等行
业，并出口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美
国等国家。基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 14 家、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1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个、省
级液压产品检验中心1个、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11个。

姜孝春 本报记者 年旭春

阜新液压产业基地
通过国家火炬中心复核

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突出党建引领和产业支撑

建平县搭建“党支部+经济实体+村集体和贫困户”脱贫平台

建平县委专题研究并出台村级集体经
济“叠加式”增收“1+10+3”系列文件，“1”是
总方案，“10”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10
种模式的分方案，“3”是 3 个保障方案。要
求每个行政村至少发展一个经济实体，实
现对所有贫困户的全覆盖。

“光伏电站”模式。利用上级光伏扶贫政
策和村里无争议闲置土地资源，建设分布式
光伏扶贫电站。目前，共48个村确立了这种
模式，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168万元，为贫困户分红15万元。

“工业实体”模式。围绕矿产资源、农产
品资源和畜禽养殖资源，推进“产业带动、精
深加工、筑巢引凤、飞地经济”四种模式，培育
和创建工业实体。目前，共23个村确立了这
种模式，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586万元，为贫困户分红62万元。

“土地流转”模式。充分利用农村承包
地确权成果，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构建规范
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提供中介服务。目
前，共39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部达产达
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654 万
元，为贫困户分红45万元。

“资源开发”模式。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采取租赁、入股等多种
方式，开发村集体自有荒山、荒丘、荒滩、林地
等资源。目前，共42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
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788万元，为贫困户分红38万元。

“资产经营”模式。通过依法经营和处
置村级集体资产，或由村集体投资建厂房、
商铺并自主经营或发包经营获取收入，或
通过发展村办企业或承包经营水利设施等
增加收入。目前，共 56 个村确立了这种模

式，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355万元，为贫困户分红18万元。

“农业实体”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成立
杂粮种植类、设施农业类、林果栽植类实体
组织，围绕产、购、销、加工等方面组建农业
实体。目前，共17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
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82万元，为贫困户分红8万元。

“村社合一”模式。按照“组织共建、资
源共享、发展共谋、事业共兴”要求，积极构
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土地、种
植、林果、养殖、农机等“村社合一”股份合
作社。目前，共34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
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405万元，为贫困户分红49万元。

“养殖实体”模式。以生猪、肉驴、肉
牛、肉羊等养殖项目为依托，通过建设养殖

扶贫产业园、直接入股现有养殖场、直接入
股养殖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发展养殖实体。
目前，共39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部达产
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10万
元，为贫困户分红28万元。

“扶贫产业园”模式。依托本地产业基
础和资源优势，加快培育一批特色产业园，
合理确定产业园收益分配模式。目前，共
70个村确立了这种模式，全部达产达效后，
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11万元，为贫
困户分红329万元。

“服务创收”模式。深挖电商、乡村旅
游、三产服务等潜在优势，建设种植类、中介
类、生活类、电子商务类、异地置业类、乡村
旅游类实体。目前，共24个村确立了这种模
式，全部达产达效后，年可增加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82万元，为贫困户分红12万元。

初冬时节，丰收的喜悦依然吹拂着欣欣向荣的
乡村。

“脱贫摘帽”咋办到？近年来，建平县坚持以党建
统领脱贫攻坚，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紧

紧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突出产业支撑这个根本，大力推行
“党支部＋经济实体＋村集体和贫困户”模式，推动基层党建与
富民、强村实现深度融合。

决胜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推进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核心
提示

建平县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
和工作就覆盖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
原则，将经济实体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安
排、同步推进。

同步建立党的组织。该县对于拥有党
员 3人以上的经济实体，单建党支部 11个；
对于不具备单建党组织条件的经济实体，建
立联合党支部 29 个，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
全覆盖。下一步，将随着经济实体的发展和
党员人数的增加，及时跟进党组织设置，逐
步实现单建党组织全覆盖。

同步配强支部班子。坚持打破地域、身

份、职业界限，着力把“能人”选到经济实体
党组织班子、把“优势”聚在经济实体党组织
班子。目前，已从机关单位、企业（合作社）、
农村致富能人、返乡大学生、复转军人等群
体中，选拔54名党性强、素质高、作风好、懂
经营、会管理、善作为、敢担当的“能人”型党
员到经济实体党组织任职。

同步用好选派干部。借力选派干部眼
界宽、思路广及派出单位的资源优势，围绕
推进经济实体建设，在选派干部中开展了

“三个一”活动。即：选派干部深入群众开展
一次集中调研，帮助所驻村确定一个发展模

式，争取引进一笔建设资金。年初以来，省
市县三级选派干部共参与经济实体项目组
建 287个，协调资金 1000 余万元，争取政策
支持19项。

同步发挥党员作用。对于在家党员，开
展“双带”活动，让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实施“红色细胞”计划，在全县经
济实体中，划分党员责任区158个、设立党员
先锋岗142个，党员参加义务劳动2000多人
次，在组建经济实体中解决资金、技术等各
类难题87个。对于流动党员，深入开展“三
个一”活动，即：发出一封邀请信、开通一个

“微信群”、组织一次返乡创业恳谈会，鼓励
吸引外出流动党员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到经
济实体中创业，带领贫困群众致富。

同步激发群众动力。实施“双比三育”
工程，将发展经济实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带动贫困户增收作为村级党组织之间、贫困
户之间开展“比干劲奔小康”活动的重要内
容；推进厂企联育、院校普育、乡村自育，与
8家参与经济实体建设的企业及3所学校联
合开展教育培训 52 次，乡村自我开展教育
培训 68 次，把 689 名贫困人口培育成有本
领、懂技术、肯实干的自主脱贫者。

“十种模式”抓组建

“五项措施”抓推动
建平县建立“五位一体”推进体系，确保“党支

部+经济实体+村集体和贫困户”模式扎实有序推进。
领导推动。县委高度重视，把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作为县委书记抓基层党建项目，予以全力推
进。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的“双组长”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负责日常各项工作。
42 名县级领导干部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
作为重点，经常深入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牵头为各
村引进项目、协调资金、解决各类问题。

部门联动。为了让各类政策资金项目向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倾斜，同时解决以前单靠组织部门抓
这项工作却没有抓手的问题，责成8个部门分别起草
具体实施方案并具体负责10种模式的推进工作。

政策驱动。鼓励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及资金项目向村
级集体经济倾斜。对村集体领办的合作组织、发展的
农业产业项目，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扶持。统筹安排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
金、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等扶持农业生产类
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今年以来，已争取上级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建设奖补资金 1124 万
元，安排县级配套资金176万元，整合各类涉农专项
资金1524万元，乡村自筹村级集体建设资金1141万
元，协调全县金融机构投放贷款266万元。

考评促动。实行“双考核、三推进、四挂钩”。“双
考核”即不但对乡镇场街进行考核排名，而且对 10
种模式的负责部门也进行考核排名。“三推进”即季
度进行督查通报、半年进行拉练推进、年终进行考评
奖惩。“四挂钩”即与年度考核挂钩，将经济实体建设
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评，年末进行排名
通报；与干部选任挂钩，对一年排名后3位的乡镇党
委书记进行约谈，连续两年排名后3位的进行诫勉，
连续三年排名后3位的进行调整；与创先争优挂钩，
对经济实体较弱的乡镇不列入评选范围；与岗位报
酬挂钩，经济实体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可用于为
经济实体作出突出贡献的绩效奖励。

典型带动。坚持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以点带
面、整体推进的原则，把培养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
举措来抓，培育了榆树林子镇下窑沟村设施农业扶贫
产业园、朱碌科镇二道河子村涌鑫肉驴扶贫产业园、
喀喇沁镇养猪扶贫产业园等一批先进典型，努力把集
体经济发展较好村的先进经验转化为激励其他村脚
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全县形成了学习先
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建平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党员，正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砥砺前行、勇往直前，
确保交出让党让人民满意的答卷，让高高飘扬的党
旗更加鲜艳。 李国恩

“五个同步”抓引领

喀喇沁镇党建扶贫产业园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