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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康平县，便被一个‘还
阳树真还阳了’的传说所吸引：全
县闻名的穷队——两家子公社东
贾大队还阳树生产队，实行责任
制，一年大翻身，去年人均收入由
过去的六七十元猛增到 603元。”

这是1982年4月7日，本报一版
刊发的《老农炕头话政策》一文中的
内容，记者用沾着泥土气息的话语，
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还阳树屯农民
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生活的故事。

1月 19日，记者来到这个 37年
前本报记者采访过的小村庄——
沈阳市康平县两家子乡东贾家窝
堡村还阳树屯。

刚进村，记者就被停满机动车
的村部大院所吸引：微型面包车、
小轿车、吉普车，前来办理土地确
权手续的村民大多是开着车来的。

听说要到还阳树屯采访，一名村
民直接把记者带到一个大棚前，喊出
了正在干活的还阳树屯村民赵富
阁。谈起37年前村里的事情，赵富
阁记忆犹新：“1982年我结婚那天，正
好你们报社的记者到村里采访，见我
步行迎亲，就给我和爱人拍了一张结
婚照，还说我们这是婚事新办。”

赵富阁告诉记者，包产到户
前，大家都在生产队挣工分，干一
年，挣的那点工分还不够吃饭的。

包产到户第一年，人少地多的还阳
树屯就实现大翻身，年人均收入由
过去的六七十元猛增到603元。从
那时起，村民开始过上了好日子。

2000年，还阳树屯的农业生产
开始向精细化转型，村头建起了 80
栋集中连片的温室大棚。那一年，
在县城做了十几年蔬菜生意的赵
富阁回到村里承包了两栋大棚，一
边从事大棚生产，一边做经纪人。
最近几年，村民种植的品种越来越
精细，西红柿、草莓成了主要品种，
收益也越来越高。

村民有钱了，房子越盖越好，
有线电视、宽带全都接进了屋。最

近这几年，村里的小轿车越来越
多。有的年轻人干脆在县城买了
楼房，家里忙的时候开车回来干
活，就像上班一样。

赵富阁说：“在还阳树屯，只要肯
干，包上两栋大棚，日子马上就好起
来。有一个村民包了十几栋大棚，现
在成了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

大棚里，西红柿秧苗长势良
好，生机勃勃。记者问赵富阁，新
的一年有啥新打算？赵富阁喜滋
滋地说：“按照一个棚 2 万元收入
计算，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再买一
辆国产汽车啦！”说这话时，老赵的
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本报37年前报道过的“老典型”续写新故事——

还阳树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李 波

眼下，通过“深化利
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探索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三
权分置’”等做法，建立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新政正在多地试点。实
践证明，这些新政不但有效保证了人
民安居，还蕴藏了巨大的发展动能，
起到了“动一子而活全局”的效果。
对于我省来说，“多主体供地”政策信
号的释放，无异于一份大礼，对辽宁
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强大的
推动作用。

这是个让人民住有所居的新
政。我省曾创造出推向全国的棚改
经验，商品房、安居房建设也有声有
色。目前遇到的瓶颈问题，在于土地
供应及由此产生的重购轻租等矛
盾。行新政，既可疏通多主体供地渠
道，又可租购并举，让死水变活水，各
地尽可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是个盘活存量土地、促进要素
合理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
政。因受城乡二元体制约束，我省土
地一度“城归城、乡归乡”，城市建设
受土地掣肘，而乡村土地却大量闲
置。新政拆除了“篱笆墙”，开启了城

乡土地综合利用的闸门，不仅“偏厦
郊区”可建成供租赁的广厦城区，其
他建设用地难题也会迎刃而解，对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都具有实际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
新政把原有的仅限于城镇低效用地
的再开发，扩展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含金量颇高。

这是个打破土地供应“一龙治
水”旧模式、推动“土地财政”转型
升级的新政。新政使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等逐步成为土地供应的主
体，对推动土地市场化、盘活存量土
地、加速城乡一体化作用巨大。“多龙
治水”，打破了城市政府对土地的高
度垄断，也撼动了“土地财政”的根
基，倒逼地方政府“化危为机”，尽
早寻求财政转型升级之路，变被动
为主动。

多主体供地新政，涉及多方关
系和多重利益，实施起来要稳扎稳
打。先要弄清新政的实质，然后要
设置“权属不变”“符合规划”等底
线，还要健全相应的原配制度，防
止“小产权房”“大棚房”等问题的
出现。

本栏邮箱：
lnrbbfsp@163.com

释放“多主体供地”的
发展动能
司成刚

1月21日，辽西北天寒地冻。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各力格村
丰泰红薯种植合作社的加工厂里，村
民正在去除粉条上的积冰，然后将粉
条晾晒在架子上。制粉师傅董贵解
释说：“老手艺制粉会有很多积冰，除
冰后晾晒是最后一道环节。”

丰泰红薯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韩
玉海告诉记者，进入三九天，寒冷的
天气正是老式制粉的最佳时期，而
且要过年了，人们对老式粉条的需
求量大，合作社加大了生产力度，每
天可生产 300公斤至 350公斤粉条。

2016 年，各力格村党支部成立
了丰泰红薯种植合作社，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将
全村 59户贫困户“打包”，通过土地

流转、打工和分红等方式让贫困户
稳定增收。去年，丰泰红薯种植合
作社种植红薯 67公顷，一部分红薯
销往市场，一部分用于深加工。合
作社将村里的废弃小学改造成生产
车间，购置了切片机、淀粉机，采用
传统工艺制粉。

记者了解到，因老工艺粉条口感
好，深受消费者欢迎，不仅各力格村
周边农民前来购买，就连北京、沈阳、
盘锦等地的消费者也通过互联网订
购老式粉条。

听说合作社生产的粉条卖得
好，贫困户韩守财乐得合不拢嘴：

“咱有土地流转费收入，打工还能赚
钱，合作社马上又要分红了，咱的日
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

各力格村忙着生产“扶贫粉”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文并摄

本报讯 戴上一个手环，就能
实时监测体征健康数据、及时预警
突发疾病；使用“眼控鼠标”，眼部移
动即可控制鼠标方向，用微笑代替
手 指 点 击 ；1 千 瓦 时 电 量 能 驱 动

“环保节能个人小电车”行驶上百公
里……这些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
产品，全部是大连理工大学学生的
发明创造。

1月 21日，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
获悉，该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
培养主渠道，一大批拥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年轻“创客”不断涌现。
学校每年有 300 余项学生成果获得
国家（国际）级奖励，每年有 3000 余
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学生累计获
得专利 2000余项。

大连理工大学是全国高校中较早

倡导并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学校之
一。学校提供创业孵化基地、π空间等
供学生创业企业无偿使用，每年投入
100万元创业引导资金，实行免收物业
管理费和水电费等优惠政策鼓励学生
创新创业。

作为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示范区，创新创业学院建立了
国内首个融双创教育、成果转化于一
体，占地7300平方米的大学生创客基
地。基地让不同学部、学院的学生在
这里既能接受课程教育，又能寻找志
同道合的伙伴、与企业交流，还能实现
从作品到产品的转化。目前，一个近7
万平方米的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
实践能力训练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中。

姚 璐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工学生累计获得
2000余项专利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本
钢集团在打造绿色钢铁企业进程中
迈出了一大步。1 月 22 日，记者获
悉，在经过污染源核查、现场踏勘及
严密监测等系列工作后，本钢集团所
属 18家钢铁主业单位目前已全部取
得排污许可证。

按照国家政策和我省要求，钢
铁行业必须在 2018年年底前完成排
污许可证申领与核发，实现持证合
法生产。

为保证集团所属各单位按期取
得排污许可证，本钢一方面在内部开
展自查自纠，应用可行性技术规范排
污口、健全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精确
核定各污染因子许可排放总量；另一

方面积极组织炼铁、炼钢、轧钢等 18
家钢铁主业单位开展排污许可证申
领工作。2018 年 12 月 7 日，18 家单
位全部通过本溪市环保局专题会议
审核。

本钢集团钢铁主业各单位排污
许可证的取得，为 2019 年环保持证
合法生产打开了良好局面，同时为财
务核查、金融业务办理、上市公司需
求提供了环保手续方面的强力支
撑。今后，本钢集团将按照国家以排
污许可证为环保管理核心的政策导
向，持续落实各项排污许可规范要
求，推进环保水平日益提升，不断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本溪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贡献力量。

本钢钢铁主业单位
全部取得排污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凭
着一颗爱心和一双巧手，铁岭县鸡冠
山乡岱海寨村妇女谢丽华将自己的
手工艺品制作经验教给同村姐妹，带
领 30名妇女走上了每月领工资的增
收之路。

鸡冠山乡地处深山区，农村妇女
除了在家务农，鲜有外出打工的机
会，每到农闲时间，做家务、坐在一起
拉家常、斗嘴是全部生活内容。2009
年，谢丽华成为兴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在鸡冠山加工点的首批工人。随着
技艺的日益精湛，谢丽华成为加工点

的骨干。眼看着工资见涨，她号召村
里姐妹一起加入，并将加工技巧手把
手地教给姐妹们。

1 月 21 日，记者见到谢丽华时，
她正带领几名妇女围坐在一张桌子
周围，一边拉着家常，一边不停地忙
碌着。一个泡沫模型和几片干枯的
叶子，经过巧手粘贴、拼接、镶嵌，一
个活灵活现、富有节日气息的小麋鹿
便出现在记者眼前。

如今，谢丽华带领 30 名妇女在
厂里工作，凭着一双巧手，每人每年
可增收 1万多元。

岱海寨村妇女
家门口做手工领工资

1 月 21 日凌晨，天还没亮，北
镇市大屯乡李佛村香瓜种植户刘
永峰便来到村头种植香瓜的大
棚，开始给香瓜浇水。

李佛村党支部书记薛国名告
诉记者，现在全村有 1000 余栋大
棚种植甜瓜，合作社对社员实行瓜
种、种植、技术、销售一条龙服务，
省去了中间环节，保护了瓜农的利
益。合作社还申报了“人众何”牌
香瓜商标，走品牌路线，单个大棚
年纯利润可达 5万元，农民的日子
一年比一年好。

打扑克、搓麻将、扯闲嗑……这
是昔日北方农民冬季生活的真实写
照。如今在北镇市，这样的“日常风
景”发生了变化：有的村民靠鲜储葡
萄加工，月入3000元；有的农村留守
妇女掌握了接苗技术，在企业找到
了工作；还有的种植户抓紧进行保
护地生产，实现了增产增收。

在北镇市下肖村惠农合作社，
上百名村民正在忙着包装、填单、
装运。这家葡萄合作社刚入冬就
开始联系外地客商批量收购本村
及周边果农的鲜储葡萄，储存了 3
个多月的葡萄经过精细加工、剔除
劣果烂粒，远销南昌、武汉、长沙、
东莞等地。

北镇市下肖村惠农合作社理
事长王海英告诉记者，今年冬季有
100 多名村民在合作社打工，人均

月工资3000多元。不仅如此，下肖
村“两委”还组织村里的青壮年组
成3支装卸队，承揽工程项目，收入
颇丰。“我们村300多名劳动力在冬
天有了收入，几个月下来可创收
200 多万元，大伙丢开了‘猫冬’的
旧思想，勤劳致富，日子越来越
好。”下肖村党支部书记康永涛说。

在北镇市月牙河北岸绿宁果
蔬示范园的化育苗温室内，十余名

工人正采用双断根技术嫁接香瓜
苗。闾三村村民王爱国说：“趁着
农闲的时候在这里打工，每个月能
挣 2000 多元钱，一个冬天下来，1
万多元钱就到手了。”

据绿宁果蔬示范园的高级农艺
师李凯介绍，现在嫁接的12万株瓜
苗，是附近乡镇一个棚菜区订购的，
一个月后即可出圃移栽定植。这是
今冬第一批农业订单嫁接苗，紧接着

还要安排第二批、第三批……光是订
单农业，预计销售可达100万株。

冬季的锦州，北风呼啸，然而秧
苗培育、鲜储葡萄、大棚种植等新的
生产方式，却如冬日暖阳一般，把北
镇农民的致富路照得通亮。

（图为北镇市常兴店村果农正
在对冬储葡萄进行保鲜处理，准备
春节期间上市。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北镇农民“猫冬”变“忙冬”
本报记者 高华庚

各力格村村民正在晾晒粉条。

本报讯 1月22日，记者从抚顺
市政府获悉，从今年起，抚顺市为符
合条件的企业颁发重点企业保护牌、
企业检查收费卡和投资者绿卡（即

“一牌两卡”），使其享受行政执法检
查、企业收费以及人身和财产检查、
医疗、子女就学、落户等一系列保护
和支持政策，促进在抚顺注册及投资
的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吸引更多外埠
投资者来抚顺投资兴业。

按照《抚顺市重点企业“一牌两
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持“企业
检查收费卡”的企业，全市任何单位
和部门进入挂牌企业检查及收取费
用，必须在企业检查收费卡上登记，
将检查内容及收费项目名称、时间、
标准、依据以及执法人姓名填写清

楚。涉及收费的须开具财政部门统
一印制的票据或税务票据，否则一律
视为乱收费，企业可以拒绝并举报。

对持有“重点企业保护牌”的企
业，未经抚顺市政府批准，行政执法
机关不得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市
或县（区）政府须开展“一对一”包保
工作，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
中的问题；市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荐
挂牌企业申报国家、省资金支持的项
目；对挂牌企业的融资需求，市政府
鼓励金融机构优先给予支持。

对持“投资者绿卡”的企业，持卡
人每年可在指定医院享受免费常规
体检一次；持卡人本人及直系亲属可
在市内各县区城镇办理落户手续；持
卡人子女在抚顺市中小学校首次就

学时，可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学校；持
卡人的投资项目办理报批手续享受
全程代办服务。同时，全市任何单
位、个人不得随意对持卡人进行人
身、财产检查、扣押等（安全检查、税
收征管、环境保护和纪检监察机关、
政法机关查处案件除外）。

在“一牌两卡”办理方面，全市各
类企业只要满足上一年度新升规工
业企业或限上服务业企业、上一年度
工业总产值完成5亿元(含)以上工业
企业以及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上服务
业企业、上一年度累计工业总产值和
营业收入同比增 15%以上的工业企
业和服务业企业、上一年度纳税总额
500万元(含)以上的工业企业以及纳
税总额 50 万元(含)以上的服务业企

业、年度新增稳定就业100人以上的
规上工业企业和限额以上服务业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含）以
上的招商引资企业等条件中的一项，
且不欠各种税费、社会保险费的规上
工业企业或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及
招商引资企业，皆可以申请“重点企
业保护牌”及“企业检查收费卡”。

“投资者绿卡”发放给符合相关
条件的外埠来抚顺注册的企业投资
者及部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

抚顺市将对挂牌企业实行动态
管理，每户挂牌企业的保护期为两
年，逾期或经审核备案不再符合条件
的予以收回、注销。

徐唯乙 本报记者 崔振波

抚顺首发“一牌两卡”呵护企业成长
企业可在收费、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获保护和支持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月
22日，由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
主办、中国华录集团承办的大连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主题论坛
在大连海创科技交流中心举办。

本届论坛以“聚力数字经济 助推
大连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来自政
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
单位的专家、学者、工程师等百位代表
汇聚一堂，围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与战略”，分享行业前沿动态，探讨
数字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对大连

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据了解，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联盟汇聚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军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
构及相关单位。联盟以产业技术路
线图为导引，行业共性与关键技术为
重点，围绕信息、资本、技术、人才核
心要素，对接国内外资源，搭建产业
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和支撑体系，加快
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开
发，为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

专家学者
为大连数字经济发展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