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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1月
11日闭幕的盘锦市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盘锦市
2019年10件民生重点实事。在确定
10件民生工程的过程中，盘锦市通过
多种互动方式，不断提高群众的参与
度，让民生实事更加符合百姓关切，
解决更多具体、实际的民生问题。

从2018年12月初开始，盘锦市通
过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短信
平台等方式，发布了《关于征集2019
年民生实事项目的通告》，围绕教育、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政建
设、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便民服务等
方面，向城乡群众、市直各部门和机
关干部等社会各界广泛征集2019年
10件重点民生实事。

盘锦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群
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将自身需求告诉
政府，表达心声，为建设好盘锦建言

献策。有些人为了能提出好建议，提
前做足功课，充分了解国家、省、市各
项政策。

群众参与民生实事的确定过程，
是盘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过程中进行的一种有益
探索。在网络和技术越来越发达的
当下，群众参与重点民生实事建议的
方式也不断变化，政府和百姓之间的
距离日益缩短，互动不断加强。盘锦
市政府办公室认真汇总梳理各方来
信来函，按照尊重民意、普惠共享、注
重实效的原则，对群众反馈的民生事
项进行梳理汇总，并反复征求相关市
直部门意见，最终形成2019年10件重
点民生实事。

民生承诺，说了就要去做，做了
就要做好。目前，盘锦市政府已落实
资金预算、责任部门和时间节点，确
保10件重点民生实事全部如期兑现。

百姓参与让民生实事更接地气

本报讯 看湿地奇景，赏湿
地冬韵，品辽河口渔家菜，探访

“古渔雁”文化传承地，盘锦文旅
集团深入挖掘“古渔雁”文化资
源，充分展示湿地冰雪特色，积极
打造红海滩景区冬季旅游产品，
丰富全季旅游内容。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二界沟
大门是景区的南大门，因二界沟
小镇而得名。二界沟是海水潮汐
形成的大潮沟，沟宽水阔，渔船出
入便利，是辽东湾的天然渔港之
一。自古以来，中原内地沿海打
鱼人像天上的大雁一样，为追逐
洄游的鱼虾，顺着沿海的水陆边
缘迁徙，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
浅海捕鱼捞虾。他们在几千年的
迁徙中，饱尝了大自然风雨和潮

浪的洗礼，形成了宝贵的、沉淀深
厚的渔雁文化。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依
据“古渔雁”民间故事、二界沟传统
生活习惯，整合冰雪、稻草、苇海、
冰凌等资源，打造出湿地嬉冰雪、
海上冰凌穿越、苇海迷宫、雪国列
车、雪地飞龙、雪地摩托车、渔雁
民俗展览、卧龙湖冬捕、稻草雕塑
等 9 个区域、20 余种项目。景区
以稻草为原料，以神话故事为主
题编制的老坨子神泉、接官厅的
故事、蛤蜊公主，形象地演绎了“古
渔雁”文化的内涵。草编聚拢、丹
顶鹤、黑嘴鸥、河蟹、小猪佩奇、十
二生肖等卡通动物系列，吸引众多
的游客驻足留影。

常 月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打造冬季旅游项目

本报讯 在辽河湿地国际冰
雪嘉年华现场，游客们玩着各自
喜欢的项目，尽情领略冰雪带来
的乐趣。

辽河湿地冰雪嘉年华设在辽
河湿地公园，24万平方米的超大
嬉雪综合体，包括了嬉雪体验、雪
雕观赏、冰上项目、冬奥项目、特
色美食五大功能区。30 余种冰
雪项目遍地开花，雪地趣味冰壶、
雪地保龄球、超级雪地机车障碍
赛道、丛林雪地作战等项目，让游
客尽情享受冰雪乐趣。除此之
外，风情雪屋、雪人世界、雾凇森
林等特色雪景盛装亮相，展现出
东北冰雪的独特魅力。

历时两个月的冰雪嘉年华，还
将组织开展冰雪文化进校园、迎新
春盘锦非物质民俗文化展、篝火狂
欢音乐晚会、冰雪奇缘求婚仪式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辽河湿地
国际冰雪嘉年华的活动内容。

盘锦市依托独特的地域文化
内涵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充分发
挥冰雪资源优势，打造了辽河湿
地冰雪嘉年华、北旅田园冰雪大
世界、疙瘩楼冰上乐园等冰雪项
目，并促进冰雪旅游、冰雪文化、
冰雪体育、冰雪教育共同发展，进
一步提升盘锦市冬季旅游的品牌
影响力。

阚 彤 本报记者 刘永安

到辽河湿地公园品别样冰雪文化

链接 LIANJIE
本报讯 随着春节的临近，

盘山县胡家镇的养蟹大户田忠家
的冬储河蟹陆续上市了。由于河
蟹冬储技术的成熟，打破了盘锦河
蟹只吃一季的惯例。盘锦河蟹从
每年的7月上市，可一直销售到第
二年4月，市场活跃期达10个月。

以前盘锦河蟹在中秋节、国
庆节期间上市热销之后，约一两
个月便销声匿迹，春节餐桌是见
不到的。最近两年，不仅在元旦、
春节期间能吃到鲜活的河蟹，直
到第二年的清明节，河蟹都活跃
在销售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
餐桌，也为蟹农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这与盘锦河蟹冬储技术
逐渐成熟密不可分。

盘锦河蟹冬储技术的探索已
经有多年。随着近年河蟹养殖面

积的增大，市场需求的增加，盘锦
河蟹延长销售周期的问题迫在眉
睫。经过水产专家不断探索研究，
蟹农们多年实践、总结经验，近两
年盘锦河蟹冬储技术逐渐成熟。
由原来的网箱冬储成活率70%至
80％，升至现在的90％以上。

今年盘锦市冬储河蟹充足，
用于明年孵化蟹苗的种蟹有 40
万只左右，用于明年养成蟹的扣
蟹有1.3万吨左右，平时销售的商
品蟹有 1.2 万吨左右。全市河蟹
冬储大户有上百家。盘锦河蟹冰
下越冬管理约 150 天，对池塘水
质要求很高，需要随时监测，严格
管理。为此，盘锦各级水产部门
的技术人员上门提供服务，确保
河蟹安全冬储。

韩英林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河蟹市场活跃期
延至10个月

1. 实现清单内政务事项跨层级、跨
区域办理，让企业和群众的事就近能办、
多点可办、少跑快办。

2. 加强公办幼儿园建设，公办幼儿
园增加学位3800个以上，进一步满足幼
儿入园需求。

3.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解决家长接管学生困难问题。

4. 实施文体惠民工程，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图书馆、文化
馆达到每周56小时免费开放。

5.提高医保待遇标准，城镇居民门诊
慢病补助限额，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50%；
将城镇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降至1.7万元；
统筹解决患者医疗费报销难问题。

6.通过政府采购确定康复训练机构，实
现对有需求的7周岁以下残疾儿童康复训
练全覆盖。

7. 实施回迁、不动产登记“两清零”
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8. 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解
决垃圾终端处理问题。

9. 实现全域 客 运 公 交 一 体化，全
面形成“城有枢纽、镇有站点、村有站
亭”一体化场站格局，解决群众出行难
问题。

10.开展危货智慧监管示范市建设，
提高危货安全管理能力，形成以危货运
输监管为重点的市县区一体化综合执法
模式。

2019年10件重点民生实事

弃管居民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垃
圾分类处理、公园建设再上新台阶，这
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为城市

“梳妆打扮”，打造了高品质宜居之城。
2018年，盘锦市投入资金1.06亿

元，共整治弃管楼1126栋，4.2万户居
民受益。在弃管楼综合整治的基础
上，盘锦积极推进弃管住宅小区管理，
加快“弃管”转“物管”进程。通过实施

物业管理，最大限度地巩固改造成果，
避免了“前治后乱”，改善了城市形象。

盘锦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为提高垃
圾分类质量，在主城区通过政府购买
垃圾分类服务，推广“互联网+”垃圾
分类模式。居民只需将家中再生资
源分成不同类别打包装袋，然后将二
维码贴在袋子上，投入智能可回收

柜。回收分拣员通过扫描二维码，上
传积分至居民账户。居民的积分可
以兑换生活用品，激发了居民垃圾分
类的热情。目前，盘锦推行智能化垃
圾分类小区43个，可回收垃圾已经利
用 145.49 吨。垃圾分类的垃圾量占
垃圾总量的25%至30%。

民生实事的顺利推进，也进一步
完善了盘锦的城市功能。盘锦市新

建和完善了锦绣花谷、绕阳湖、湖滨
公园、书法公园、胜利公园5座城市公
园，新增绿地面积 80公顷，提质升级
绿地面积 25 公顷。盘锦采取因地制
宜的原则，引入耐盐碱植物及彩叶树
种增加景观丰富度，合理搭配植物品
种，打造自然生态景观效果。共栽植
各类乔灌木17.2万株，铺种草坪28万
余平方米。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品质

核心
提示

盘锦民生实事彰显了“民生保障
更给力”的特点。通过低保提标、妇
幼保健院改造升级、家庭医生签约、
智慧养老的实施，实现弱有所扶、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让盘锦群众的生
活充满幸福感。

自2018年1月份起，盘锦市提高
了县域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482 元

提高到城区标准的每人每月 589 元。
之后，低保标准又提高了 10%，全市
低保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 650 元，实
现了城乡同一低保标准，在全省率先
实行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

盘锦市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纳
入市政府10件重点民生实事，明确了现
阶段家庭医生签约的重点人群。同时，

盘锦确定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试点，分别为兴隆台
区兴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盘山县
得胜镇卫生院、大洼区东风卫生院。盘
锦广泛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宣传
活动，拓宽了覆盖面，增加知晓率。截至
去年年底，盘锦市共组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450个，常住人口签约率为

42.48%，重点人群签约率为74.12%。
盘锦市高度重视养老工作，积极

搭建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对居家养
老服务智慧平台进行了推广，优先选
择了 20 个社区为试点。居家养老智
慧服务平台设立八大功能区，为全市
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
化的养老服务。

强化社会保障 打造幸福之城

财政支出75%用于民生 10件实事全部完成

盘锦交出亮眼惠民成绩单
本报记者 刘永安

“24小时不间断供水了！两天才能
供一次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从元旦开
始，大洼区清水镇小清村的农民能够畅
快地使用自来水了。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每年，盘锦都会遴选关
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事项，作为当年的民生实
事重点项目。2018年，盘锦市公共财政用于民生
领域支出占比达75%，10件重点民生实事全部如
期完成，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
板、提升公共服务上取得新进展。

路更好走了，生活污水能够处理
了，自来水的水质好了，为补齐农村
基础建设短板，盘锦市实施了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农村小型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和“四好农村路”建设3
件民生实事，让农村百姓得到了看得
见的实惠。

盘锦市在16个村开展了小型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工作。为确保农村小型
污水处理设施如期完成，盘锦市环保
部门建立了项目调度制度，全面掌握

和推进项目建设工作。通过农村小型
污水处理设施，能够将农村居民如厕污
水、厨房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和处理，提
升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有效解决
了农村生活污水横流造成的环境问题，
提升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巩固了美丽
乡村建设成效。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
有效推进了农村产业的升级，全市形成
了一批以观光休闲旅游、特色餐饮、认
养农业、民宿度假为代表的乡村特色
产业，衍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盘锦实施了农村饮用水水源替代
工程建设，全面开展大伙房水库输水
工程替代地下水水源工程建设。工程
铺设管网295公里，总投资3亿元。盘
锦市还改造了部分农村自来水厂蓄水
池，增加了消毒设备，更换了供水管
线。盘锦市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农村全
域24小时供水，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
达到 100%，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
均达到95%以上。随着农村24小时全
时段供水的实现，农村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农家配
用了卫生洁具、洗衣机、太阳能热水
器。农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加快
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在过去的一年里，盘锦全市农村
公路建设共计166.3公里。在修路的
同时，盘锦市加大农村公路路域环境
整治力度，开展公路沿线绿化及沿途
村镇美化建设，全面清理路域范围内
的草堆、粪堆、垃圾堆以及非公路标
志，打造美丽乡村路。

补齐建设短板 乡村更加美丽

签约家庭医生到盘锦市双台子区陆家镇友谊村问诊送药。 杨继承 摄

本报讯 寒假已经开始，为
遏制部分教师乱办班乱补课现
象，盘锦市教育部门于近日下发
了《关于做好2019年度中小学寒
假工作的通知》，重点治理在职中
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学生参加有
偿补课等违规行为。

盘锦市教育部门要求，假期
严禁学校、教师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和上新课；严禁学校、教师组织
学生参加社会举办的文化课补习
班；严禁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依法监督检
查，对出现违规行为的学校将依
法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实
施严格责任追究；对出现违规行
为的教师，将按照国家、省、市相

关文件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
等级、撤销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行
政职务、开除等处分。

盘锦市各中小学制定了具体
假期方案，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假期
生活，提醒家长不要盲目让子女参
加各种补课班、辅导班。盘锦各学
校寒假前通过家长会、微信群、电
子屏幕等形式，向学生、家长和社
会广泛宣传《关于做好2019年度
中小学寒假工作的通知》内容，公
开教育局和学校的举报投诉电话，
广泛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引导家
长自觉抵制有偿补课行为，共同为
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快乐、健康的
假期生活。

关 迪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重点整治
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