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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凌晨 4 点，徐宝珠和妻子
白国英起床，戴起头灯就钻进大棚。7
点以后，他们采摘的带着露水的西红
柿，从北票蔬菜批发市场流向全国。

北票市五间房镇刘家沟村的蔬菜
科技示范园内，徐宝珠夫妻俩侍弄着一
个百米大棚。大部分时间，两人吃住在
这里。

西红柿，北票的蔬菜名片。北票的
设施农业，基本围绕种植西红柿而发
展。今年，以五间房镇、西官镇、东官营
镇、台吉镇等为中心，北票的冬春茬西
红柿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

“今年行情好，现在每斤卖价 4 元
多，是平常年景的两倍。”吃过早饭后稍

作休息，闲不住的徐宝珠又回到棚里。
棚里，一垄垄柿苗盘绳而上，高过

人头，或红或绿的柿子连成串，甚是好
看。“两到三天摘一次，每次能摘几百
斤，一茬下来一万多斤。”

在大棚的尽头，“安那西”“维也那”
“冬盈”等牌子非常醒目，每个牌子有五
六垄西红柿。“这是我试种的品种，看看
哪个效果更好。”一句话，道出了徐宝珠
的“技术”实力。

去年，徐宝珠试种了一款高糖西红
柿。新品不能用大化肥，不能用含毒农
药，土壤也需做种前处理。试种的结
果，虽然产量少了，但批发价比普通西
红柿贵一倍，电商能卖到20元一斤。

徐宝珠种西红柿，一干就是 20 多
年，换了多少品种，连他自己都记不清。

“老徐这人特别‘钻’，自己买书看，
哪儿有培训都去学。”妻子白国英说。
徐宝珠谦虚地说：“品种在变，人们的口
味在变，不跟上形势哪行？”

一个大棚，既有主业，又有副业。
原来，每株西红柿下还套种了豆

角。“现在不能让豆角长太快，西红柿
罢市时就断根，给豆角当梯子爬。一

季下来，豆角亩产还能有几千斤。”徐
宝珠一边掐豆角苗尖，一边讲经验。

在徐宝珠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压着
不少照片，多是参观学习者的留影，既
有政府干部，也有各地农民，甚至还有
外国专家。

“老徐是我们示范区的示范户，”
北票市蔬菜站站长武云东说，“就凭他
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市场也亏待不
了他。”

红柿子 红日子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新闻链接 LIANJIE

2019 年，我省继续深入推进种植
业 结 构 调 整 ，并 确 立 了 4 个 重 点 方
向：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重点调减 70
万亩玉米，增加水稻、食用花生、高
油大豆、马铃薯等品种面积；做大做
强设施农业，新增设施农业 10 万亩，

辽西发展果菜，辽中、辽南、辽北发
展叶菜，辽东发展特色蔬菜；以水果
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为重点，做新
做精水果产业；重点培育发展食用
菌、中药材、花卉等，做特做亮特色
产业。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乐报道
4 月 10 日，记者从省法院获悉，日前省
法院与省证监局联合举办证券期货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专题座谈会，集体
研讨建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便捷和灵活的权利
救济渠道，为审判机关和监管机构搭建
共同化解矛盾的桥梁。

2016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证券
纠纷案件 1505 件、期货纠纷案件 115

件。其中，证券纠纷案件呈逐年成倍上
升趋势，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为
1280 件，占证券期货纠纷案件总数的
79.1%。根据有关集中管辖规定，辽宁
地区的上述案件集中在沈阳、大连两个
地区审理。

去年以来，省法院与证监部门积极
探索建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将中国证券业协会等3家单位纳入辽宁
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录，进一步畅通诉

调对接、司法确认渠道；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与大连证监局等签署证券期货
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合作备忘录；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去年受理的434件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逐一分析，总结
规律特点，形成集中审理、调判结合等
审判经验。

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一
种高效、柔性和务实的纠纷解决机制，
省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省法

院将与省证监局联合出台证券期货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有关意见，推
进诉调对接工作有序开展；省法院还
将把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与“分调
裁 ”机 制 改革相结合，将矛盾关口前
移，借助专业机构先行调解，拓宽投资
者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主动邀请
证券行业专家授课，与证监部门联合开
展业务培训、交流、调研，提高证券商事
审判水平。

为审判机关和监管机构搭建共同化解矛盾的桥梁

我省加快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4 月 10 日，辽宁文艺界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沈阳举
行。会议由省文联主办，省内
部分知名艺术家，省文艺家协
会主席、秘书长以及部分市文
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上，与会者结合各自创作
实践或工作实际，就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发言，一致认为，要用讲话精
神统揽全省文艺和文联工作全

局，要落实好“四个坚持”要求，
担负起培根铸魂的使命任务。
当前要做好着力引导推动文艺
精品创作，着力推进文联系统深
化改革和职能转型，着力加强基
层文联组织建设，着力加强文艺
界行风建设和文艺工作者职业
道德建设等四方面重点工作。

今年，省文联将围绕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系列主题
文艺实践活动。同时，聚焦现实
主义题材，注重原创，推出一批
能够在历史上打下烙印、在人民
中留下口碑的文艺精品。

省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张学军报道
4 月 10 日，由辽宁省金融监管
局、辽宁证监局和辽宁省科技
厅联合主办、鞍山市政府协办
的辽宁省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训
会在鞍山举办。各市金融局、
科技局，部分高新区、开发区和
大学科研院所及近百户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代表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旨在帮助我省科
技企业全面了解科创板上市的
政策和规则，引导企业充分把
握机遇，进一步完善发展战略，
合理安排上市节奏，加快推进
省内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融
资。我省拥有一批重点高校和
科研院所，科技研发能力突出，
国家技术装备战略基地、重要
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等“一带

五基地”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省金融监管局希望参会企业抓
住机遇，发挥科研优势，尽快启
动上市工作；要求各市金融局
把科创板上市作为今年的重要
工作来抓，加强科创板专业知
识学习，提高服务企业的业务
能力；有关科研院所与高新区
大力推动本领域的科技创新型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今年辽宁省首家上市公司
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分享了企业上市的成功经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家就科创板
政策及审核细则、科创板新政
下的IPO实务等内容为与会人
员进行了解读。上海证券交易
所与我省部分重点科创板上市
后备企业举行了座谈会。

我省对科创板上市后备企业进行培训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从本
月起，省市场监管局承接 8 种免办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相关工作，相关
企业可以网上提交免办强制性产品
认证申请。

8 种符合免办条款情形分别
为：科研、测试所需的产品；考核技
术引进生产线所需的零部件；直接
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所需的产品；
工厂生产线、成套生产线配套所需
的设备、部件（不包含办公用品）；仅
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产品；暂
时进口后需退运出关的产品（含展
览品）；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
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零部件；以整
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料或者来
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对于免办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
口CCC产品需要符合免办条款，且
在国家强制性产品目录之内。符合
条件的生产者、进口商、销售商或者
其代理人可以在 CCC 免办及特殊
用途进口产品检测处理管理系统网
上提交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省市场监管局将在5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工作。经批准取得《免予办
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该产品
方可进口，并按照申报用途使用。

8种产品
免办强制性认证

本报讯 记者王坤报道
4 月 10 日，记者从省纪委监委
获悉，大连市长海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潘福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大连市长海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潘福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义县七里河镇育新村的陈晨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高薪工作返乡创业，
利用学到的知识在山沟里开办全自动化生态肉鸡养殖场，当上“鸡司令”，并
注册成立肉鸡专业生产合作社，吸纳当地贫困户入社。去年合作社产值达
556 万元，25 户贫困户年收入达到 7 万元。图为陈晨（右）和饲养人员精心管
理鸡雏。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返乡创业
当上“鸡司令”

（上接第一版）
2001年，阜新成为全国首个资源枯

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城市。
百里矿区，百年矿山，历史欠账多，

包袱沉重。仅以采煤沉陷区为例，沉陷区
面积达101平方公里，受损住宅建筑面积
147万平方米，受灾居民达7.8万人。

由黑变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啃
硬骨头。

闵士彪，原海州露天矿6608号机组
司机长。4 月 2 日，他又一次来到海州
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深情地抚摸着广
场上的一辆电机车，“老伙计，我又来看
你了。”当年，“6608”月月拿先进，年年
夺红旗，是露天矿的一面旗帜，闵士彪
也成长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2005 年，由于资源枯竭，海州露天
矿闭坑破产。从那时起，在国家和辽宁
省的大力支持下，阜新市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举全市之力大手笔整治露天矿,
走上一条大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转型
振兴之路。

2005 年 7 月，矿山公园开工建设，
2009年 7月开园，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矿
山公园。

闭坑以后，辽宁海州露天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不再采煤，转型成为一家环保
企业，由福新也从矿工变为一名生态治
理工程师。削坡、平盘、注浆灭火、生态
恢复……由福新和他的同事一道，累计
治理矿坑面积2平方公里。

昔日寸草不生的露天矿周围，数万
棵榆树、臭椿、火炬树等植被奇迹般地
扎下了根。

高德矸石山是海州露天矿、高德
矿、王营矿、东梁矿的排矸地，历经50多
年堆积，形成长 2 公里、宽 0.6 公里、高
50 米的人造大山。山上有数百个自燃

点，远远望去如同“火焰山”。
王丽芹在矸石山下住了 30 多年。

“晚上开窗，一觉醒来，满嘴牙碜，鼻孔
都是黑的。”她幻想有一把芭蕉扇，扇灭
这座“火焰山”。

让王丽芹没想到的是，始于2013年
7 月的矸石山治理项目，果真如灭火的
芭蕉扇：7 万株乔木、8 万株灌木、58 万
平方米草坪把“火焰山”染绿，成为鸟语
花香的生态公园。

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
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如今，在阜新这个百年
矿区的各个战场上，采煤沉陷区基本情
况普查、露天矿综合治理、棚户区改造
等工作全面展开。未来，这里将变成树
木茂盛、设施齐全、景色优美、宜居宜业
之所。

由福新说，海州露天矿还有7.19平
方公里尚未治理。“我干不完，还有下一
代，一代代地干下去，一定能把它治理
好。”一家几代人都是矿工的由福新语
气坚定。

产业矿山：创新开放让矿
区重焕生机

一手抓地质灾害治理和生态环境
修复，一手抓资源综合利用。

在阜新，谋划开发新兴产业，变废
为宝、点石成金的例子不胜枚举。

百年开采给新邱区留下了长 5 公
里、宽 3 公里的矿坑和占地 700 公顷的
两座矸石山。面对绕不开、避不过的生
态难题与民生痛点，仅靠区里有限的财
力，只能做到“缝缝补补”，难以实现系
统治理。

2017年底，新邱区成为全省首个创
新驱动助力示范区和省级人才管理改

革试验区建设试点。新邱区委书记赵
巍表示，“两区建设”让各路英才心向新
邱，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从此走上相融
互促之路。

孙秀芹生在矸石山下，从小立志
“搬”走矸石山。她潜心研究十余载，首
创“制坯不用土、烧砖不用煤、造纸不排
水、发电靠余热”的煤矸石高效利用技
术。在她的带领下，35家制砖企业扎根
矸石山下，年生产标砖 20亿块，年消耗
煤矸石500万吨。

去年盛夏，中科盛联（北京）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金跃群在新邱
露天矿做地质调查时，惊喜地发现矿坑
内蜿蜒曲折的运煤作业路只需稍加整
理，就是一条完美的越野赛道。他的

“金点子”直接促成阜新市与中科盛联
合作建设 24平方公里的百年矿坑赛道
小镇项目。

今年以来，阜新市采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模
式，快马加鞭推进赛道小镇核心区建
设。年内将举办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
标赛阜新分站赛、环球漂移赛等赛事。

以开放包容心态，运用市场化手
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矿山治理，阜新
市让废弃矿山重焕生机，变成了“金山
银山”！

幸福矿山：乐享绿色健康
新生活

共建共享，协调发展，是生态治理
的初心，也是落脚点。

阜新高德矸石山公园建成后，附近
3000多户居民不仅放心地打开了窗户，
而且有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山上的小广
场上人如潮，歌如海。

已经住上楼房的王丽芹每天都会

到山上走一走，转一转。“栽紫穗槐的地
方是原来的厂办公室，栽地锦的地方是
工人休息室。”矸石山的沧海桑田，在她
的讲述中生动而清晰起来。

当年，阜新在建设“煤电之城”的过
程中，形成了以海州露天矿为代表的奉
献型文化，数十万矿工及家属住在低
矮、潮湿的简易房里。采煤造成的沉陷，
让简易房摇摇欲坠。

近年来，阜新市在国家、辽宁省的
大力支持帮助下，通过数期采煤沉陷治
理工程，建成300余幢住宅楼，形成海州
平西、新邱长新等花园小区，近 13万人
告别墙体开裂的房屋，搬进宽敞明亮的
楼房。王丽芹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
我们这些矿工。搬到新家时，我摸摸这
儿，看看那儿，越看心里越敞亮。”

与此同时，生态建设、遗产保护、文
旅产业三大工程也在阜新齐头并进。
以永灵奇石博物馆、福宇博物馆、老厂
艺术区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在百里矿区
蓬勃发展，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等
工业遗产更是成为一张金色名片。

陈永灵是个石痴，几十年下来，收
藏了大量奇石。2011年，老陈给他的宝
贝石头在海州露天矿找到了“家”。从
2011年开始，老陈和儿子陈大光在露天
矿北沿的破烂地上，建起集文创、展览
于一体的奇石文化创意产业园，父子俩
凭着苦干实干把这里打造成为国家
AAA级景区。

有形的海州矿消失了，无形的海州
矿却一直存在着：它存在于阜新市政协出
版的《海州露天矿记忆》一书中，存在于电
视剧《矿山烽火》中，存在于矿山公园纪念
碑上镌刻的“海州矿精神永存”中。

它已化为阜新精神的一部分，历久
弥新，熠熠生辉。

百年矿区的“浴火重生”

（上接第一版）其次，高标准农
田建设要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相结合，要与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现代化有效衔接，把“农
机能下田”作为重要目标，促进
田块小并大、陡变平、弯变直，
重点支持丘陵山区农田“宜机
化”改造。

高标准农田建设还要与耕
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相结合，通
过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绿肥
翻压等措施，实现土壤肥力保
持或持续提高，使项目区土壤

有机质含量达到当地中值以
上。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要
与新技术新材料相结合，通过
试点示范的方式，探索性地引
入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型新技
术新材料，提高农田建设成效。

另外，高标准农田建设要与
信息化建设相结合，要探索建立
高标准农田建设智能化管理平
台，对项目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监控、农
机作业等数据进行动态采集，分
析研判之后，为决策提供依据。

我省今年落实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280万亩

（上接第一版）其中 26 项成为
省创新案例（14项全省复制推
广，12 项供全省借鉴），5 项上
报国家商务部，预计有 2 项在
全国复制推广。

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
升。沈阳片区已与 22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3 家商协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东软医疗等本土
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境外投
资或开展业务合作，加快实现
产业发展国际化；创新实施“特
殊监管区域+飞机维修”“集报
集缴”等改革，其中，“特殊监管
区域+飞机维修”帮助企业节
约大量成本、扩展业务规模，

“ 集 报 集 缴 ”压 缩 通 关 时 间
70%、节约成本 40%；沈阳综合
保税区桃仙园区正式运行，成
为沈阳乃至辽宁对外开放新窗
口新平台。

释放制度创新与扩大开放
的引力效应，沈阳片区产业集
聚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经济结
构稳步优化。两年来，沈阳片

区累计新注册企业1.7万户，新
建亿元以上项目34个，计划总
投资669.2亿元；龙头企业加速
进驻，引进航天科工、大唐集团
等 1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先进
制造业持续壮大，东软医疗去
年实现 91%的高速增长，沈飞
A220系列新工厂、新松机器人
未来城等先进制造园区加快建
设，新设科技企业达 2966 家；
金融产业加快发展，规划建设

“金融岛”，新增金融企业 406
家，8家银行设立支行。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自贸
试验区先行先试创新优势，沈
阳片区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在
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
度、市场化经营机制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新，形成
国有企业“内创业”、混改管理
层持股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国
有企业应急转贷业务创新等 6
项制度创新案例，占全省自贸
试验区国资国企领域创新案
例的85.7%。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
改革“试验田”作用凸显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为更好满足汛期气象需求，省
气象信息中心与省水利部门近
日达成协作，在自动站点信息
共享的基础上，开展行业间信
息资料深度交换共享工作。

此次协作，气象部门向水
利部门新增各类气象观测站
网信息、辽宁省 56 个土壤墒
情测报点信息等气象资料共
享，并将之前已经共享的国
家站、区域站观测数据从逐

小时加密到逐 10 分钟加密。
而水利部门则向气象部门新
增河道水情信息、水库水情
信息和土壤墒情信息资料共
享，水文站降水量、水位、流
量等信息也和气象部门实时
共享。

水利数据已在省气象信息
中心共享数据库中对省本级用
户开放，用户可以及时获取辽宁
省各主要河流和大中型水库的
降水情况及水情信息。

省气象水利部门开展信息深度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