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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是乡
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
农村环境整治也因此
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必
须打赢的一场硬仗。

可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虽然“厕
所革命”“垃圾围歼”等战役取得了一
定成果，农村环境已有所改观，但行
路难、如厕难、环境脏、村容差等问题
仍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存
在着几种“跷跷板”现象，造成一边重
一边轻、走两步退一步，很是令人担
心。一是重设施建设、轻使用管理。
一些村屯花重金设置了垃圾箱，可

“有钱买马、无钱备鞍”，垃圾长期无
人清理；二是重城镇、轻乡村。不仅
在公共设施投入上厚此薄彼，某些郊
区仍是城市垃圾及工业废物的填埋
场，大大削弱了治理效果；三是重工
程整治、轻观念转变和好习惯的养
成。人人都渴望干净、整洁、便利的
生活环境，也费时、费钱、费力建设了
不少环境项目，可一些人旧习难改，
照样垃圾乱丢，牲畜乱放，化肥、农
药、农膜等乱扔，公路成了“晒谷场”，
人为地抵消了工程效力。

要平衡好这几重几轻的“跷跷
板”，办法只能是加重轻的，不断达成
新的平衡。首先，要防止项目一哄而

上，要形成建、用、管相结合的体制机
制，使投用的每一项设施都能发挥应
有的效应。

其次，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
人居环境整治制度。我国重城轻乡
的思想根深蒂固，要实现“城乡一体”
的环境整治，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
至。要从转变观念入手，树立“城乡
一盘棋”的新思维。要从规划设计和
制度安排上入手，把城乡放在同等重
要的地位，用同一个标准统筹安排城
乡环境整治。如果从“还旧账”的角
度考虑，还要多向乡村倾斜。不但要
杜绝“污染下乡”，还要发挥“以城带
乡”的作用。因为城市在处理垃圾、
污水等方面早已形成套路，有成熟的
经验和模式，值得农村借鉴。

再次，结合环境整治，引导农民易
旧俗、树新风、转观念，不但“自扫门前
雪”，还要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
来，共建、共护、共享生态宜居乡村。

平衡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跷跷板”

司成刚

本报讯 记者张继驰报道 7月
18日，记者从营口市政府获悉，该市专
门的招商引资网站“营口市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平台”已建成投用，为各县
（市）区及园区的招商工作提供了全
面、翔实的基础材料，也为客商提供了
了解营口、查询相关内容的快捷窗口。

“营口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平台”
是集电脑端、手机端、微信端于一体的

“互联网+招商引资”线上招商平台，
涵盖项目超市、土地供给、产业布局、
合作资源、区位优势、政策支持六大功
能板块。

营口招商引资网站
上线运行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7月
17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建设，总投资
500万元的辽阳市森林生态科普馆正
式开馆。至此，辽阳百姓有了走进自
然、了解森林的良好平台。

辽阳市森林生态科普馆分序曲、
神奇森林、辽阳森林、辽阳林业、森林
宝库、森林秘境、结篇 7 个区域，陈列
实物标本 200 余件，通过图文、影像、
标本、多媒体等形式，普及森林科普知
识，展示辽阳的森林资源和林业建设
成果。

辽阳市森林生态
科普馆开馆

上半年，在新货源、新业务、新航线“三驾马车”的
拉动下，辽港集团大连汽车码头公司完成商品车吞吐
量近39万辆，同比增长8%，并连续16个月刷新单月历
史同期作业纪录。

大连汽车码头公司有3个现代化专业商品车滚装
泊位，内贸航线覆盖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外贸方面除日
本班轮航线外，还有南美、北美及地中海地区的不定期
航线。公司加大新货源的开发力度，在1月正式开通

一汽丰田水运航线，4月成功争揽一汽红旗和一汽解
放两个新品牌货源进行水运试运行，进一步丰富了货
源体系。

大连汽车码头公司不断向汽车供应链两端延伸，初
步形成了“集港—海运—分拨”的全程物流体系，逐步由
装卸型、仓储型港口向物流型、服务型港口转型升级。

耿唯佳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
赵光辉 摄

上半年大连汽车码头转运商品车同比增8％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7
月 17日，记者从阜新市区出发，沿东
风路向西行驶，出城约 4 公里，一座
以蒙古包为造型、白蓝为主色的门楼
越来越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
显眼。横梁上“烟台营子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的字样告诉记者，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王府镇烟台营子村就在眼
前了。

在烟台营子村“第一书记”高凤
岩的带领下，记者在村内进行实地查
看。这里全然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
的北方农村——路两侧干净整洁，没
有任何杂物；村里没有土路，全是水
泥路面；看不见垃圾堆、粪堆，更不见
鸡鸭鹅满街跑。村内样式相同、大小
不一的门楼，都是以蒙古包为原型、

白蓝为主色。白墙上的“蒙古三艺”、
蒙古族故事等彩绘，让记者仿佛徜徉
于蒙古族文化的海洋。

烟台营子村是一个蒙古族村落，
紧邻阜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全村有 1516口人，其中，蒙古族人口
占95%。过去，这里因为村容村貌脏
乱差而远近闻名。2015年，在阜新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烟台营子村修建
了 120座民族风情浓郁的特色门楼，
美化文化墙 1.5万延长米。几年来，
村屯道路硬化 31公里。去年新安装
路灯40盏，亮化公路6公里。建设３
个文化广场，共 3000平方米，村民茶
余饭后有了运动休闲的场所。今年，
村民在村屯道路两侧补栽了 1000棵
银杏和金叶榆，全村街路两侧绿化树

木达3000棵。
马青龙是土生土长的烟台营子

村人，见证了村内环境卫生日新月异
的变化。马青龙一边修剪行道路旁
的树木一边对记者说：“以前一下雨，
村里泥泞不堪；一刮风，塑料、苞米秸
秆满天飞；晚上出门黑灯瞎火，得自
带手电筒……现在，路好走了，环境
美了，出门也不用带手电筒了！”

为巩固美化成果，烟台营子村设
置了 30 座环保垃圾池，每天有专人
负责清理垃圾，然后运送到村西头的
垃圾填埋场。美丽的环境带动了村
民自律，他们从不在路边倾倒垃圾，
都自觉地将垃圾放入垃圾池。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烟
台营子村成了“四化”全覆盖村。这

几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获得的
荣誉也越来越多：2015年被列入国家
旅游扶贫试点村，2016 年被命名为

“第一批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2017年升级为“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

据高凤岩介绍，下一步，烟台营
子村将启动美丽乡村提档升级计划：
建设一个集农村图书室、老年活动服
务中心、农村医疗室、活动休闲、民族
文艺、体育健身、文化广场于一体的
村综合服务中心；依托蒙古贞庄园打
造蒙古族特色小吃一条街，规划和美
宜居、民族特色、乡村体验的乡村旅
游线路，进而带动烟台营子村餐饮、
零售、特色种植、劳动力输出等项目
发展。

美化乡村环境 壮大集体经济 凸显民族文化

烟台营子村特色村寨建设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7
月 16 日，由省商务厅与丹东市政府
联合举办的“全省农产品产销对接
行”暨丹东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丹东
东港市举行，全省 37 家流通企业的
65名采购商代表参会。全省14个市
的 10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
大户齐聚现场，围绕 30大类 80种农
副产品进行现场对接。

丹东市农产品产业基础雄厚。

到目前，全市共有农民合作社 2141
个、家庭农场 438 个、特色农产品基
地 15个、特色渔业养殖基地 6个，草
莓、蓝莓、板栗等特色农产品享誉国
内外，是全国最大的草莓、板栗、贝类
生产基地。近年来，丹东市围绕“创
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为目标，多渠道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全力打造农产品流通
新模式。

全省百余家企业
在丹东进行农产品产销对接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连
日来，开原市疾控中心积极组织专家
队伍，深入遭受“7·3”龙卷风灾害地
区，开展灾后卫生防疫集中整治工
作，有序推进各类消杀防疫，确保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灾害发生后，为防止出现疫情，
开原市卫生健康事务服务中心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在省及铁岭市
疾控中心专家的指导下，组织专业人
员对受灾的乡镇、工业区、尚品铭城

小区、亨泰化工厂、自来水厂、垃圾转
运站、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进行实地
调查、检测评估，积极向受灾群众宣
讲卫生防疫知识。

接下来，开原市卫生健康事务服
务中心将继续密切关注疫情动态，积
极开展以感染性腹泻、流行性出血
热、流行性感冒和病媒生物传染病为
主的检测工作，积极储备应急物资，
调试消毒设备，采取一切科学有效的
应对措施，确保大灾过后无大疫。

开原开展灾后防疫
确保群众健康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从3
月初确定水稻种植品种时起，农业职
业经理人王丹就开始为以稻田入股
的农户发放25万元“保底钱”而忙碌，

“这是我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她说。
王丹是瓦房店市三台乡海岛村

党总支书记，兼任该村民富土地股份
粮经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职业经理
人。民富社采用的是大连市正在逐
步推广的新型农业共营制模式。

近年来，大连市农业经营体制改
革逐步深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
发展，全市有专业合作社4000多家、
家庭农场 300 多家。但某些地区分
散经营的落后体制仍然没有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同时，由于劳动力老
化，农村还面临“谁来种地”的现实困
境。为有效解决相关矛盾和问题，兼
顾农户、专业组织、村集体、国家等各
方利益，大连市积极探索创建了以

“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
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为基本结构的
共营制模式。

海岛村马场屯有农户410户、稻
田近45公顷、果园180多公顷，常住人
口中，45周岁以下劳动力只有90人。
因果园管理牵扯了农民的精力，屯里
有不少稻田接近撂荒。为摆脱这一困
境，按照大连市关于开展农业共营制
的试点指导精神，村集体成立了民富

社，农民自愿加入，以稻田入股；民富
社负责水稻种植、加工及销售；经营项
目由理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共同
决定；理事会代表入社农民进行生产
决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王丹负责种
植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利益联结
机制，实现村集体、合作社、入社农民、
职业经理人共管共赢。

入股民富社的稻田，每公顷有
7500元保底收入，这是当地农民自行
流转土地收益的近5倍，若年底赢利
还能分红。起初，不少农民将信将疑，
去年仅有19公顷稻田入社。当年，民
富社产粮近12万公斤，入社农民一分
不少地拿到了保底钱。民富社的经营

能力让农民看到了希望，目前有280
多户农户主动持35公顷稻田加入。

村民态度的转变，让村集体和王
丹既高兴又有压力，“不少村民希望民
富社扩大经营范围，这需要更高的经营
管理水平，村集体正在研究可能性。”

大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 2017 年开始试点农业共营
制以来，这一模式逐渐被各方理解并
接受。该市先后探索并创新了玉米
种植加工型、花生种植出口型、果树
种植品牌型、水稻种植品牌型等共营
制模式。类似民富社这种村级土地
股份合作社全市已有 80 家，惠及
8000多农户。

大连农业共营制促多主体共管共赢
8000农户受益，专业组织、村集体、国家等各方利益得以兼顾

本报讯 记者杨少明报道 在
7月18日开幕的中国（大连）国际文
化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上，长海县惊
艳亮相，以 12 个标准展位的规模以
及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引
起展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长海县文旅资源丰富：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遗址是辽南地
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已传承千年；
还有蕴含浓郁海岛渔乡特色的开渔
节、渔民节等系列文化节庆活动。

近年来，长海县利用得天独厚的
资源禀赋，深入挖掘潜在的文化、旅
游、体育资源，同时强化生态发展理
念，以创建“国际生态岛”为目标，走
出了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文化+旅
游+体育”融合发展之路。

博览会上，长海县除了向公众推
介小水口、祈祥园等知名景区景观，
还带来45处涉海景点、17个海上垂
钓基地、37 户主题文化民宿……重
点打造的“休闲垂钓游”“赏花观鸟
游”“渔家风情游”也让人眼前一亮。

长海文旅家底
文博会上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