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陈 斌 视觉设计：姚 毅 检校：孙 广 赵 琢地方新闻·盘锦
DIFANGXINWEN

08

核心
提示

时令虽是初冬，但行走在盘锦市
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一幅秀美
宜居的乡村图景仍是让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柏油路穿村而过，农家
院落干净整洁，乡村民宿独具特色。

“过去总羡慕城里人的条件，现在
反过来了，我们过上了让城里人都羡
慕的生活。”说起村里的环境变化，不
少村民一脸自豪。不只是乡村变美
了，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相继投入使用，
让村民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方便，村庄
变得越来越宜居。特别是近年来，这
里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的乡村特色旅游
产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寻找
乡愁，带动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踏出
了乡村振兴“盘锦样板”的铿锵足音。

党的十九大以来，盘锦市委、市政
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乡村振兴工作
部署，他们通过做好组织制度保障、突
出顶层设计、创新发展模式、组建产业
联盟、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构建“产业园+
博览会”，打造盘锦永久的乡村振兴产
业展示输出平台。乡村振兴产业园规
划面积3.03平方公里，其中乡村振兴产
业区1.07平方公里，承载乡村振兴项目
入驻、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展示区规划
面积1.96平方公里，发展会展经济、商
贸洽谈、创新孵化、创业服务。

组建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两大产
业联盟，构建“产业联盟+基地+农户”
的农业现代经营模式。通过订单、流
转、股份合作等方式整合土地3.6万公
顷，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标
识、统一营销、统一追溯的“五统一”，
引领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两大主导产
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深化农村改革，实现由国有农场向
现代企业转变。盘锦市稳步推进农村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全面完成省深化农
垦改革专项试点任务，推动盘山、大洼
两个农垦集团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落实乡村振兴举措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11月
19日记者获悉，盘锦大米产业联盟、盘
锦河蟹产业联盟成立9个月来，双双实
现稳健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强有力的
产业支撑。目前，盘锦大米产业联盟
拥有成员单位 31家，其中大米加工企
业 24家，惠及农户 2.9万余户；盘锦河
蟹产业联盟拥有成员单位 37家，带动
农户新增养殖面积达1400公顷。

盘锦地势平坦、河网密集，大米
与河蟹产业基础好、产品品质优，已
成为盘锦最为亮丽的名片。但两大

产业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土地碎片
化、经营分散化、品种大路化、品牌杂
乱化等突出问题，整体效益和市场竞
争力不强。

为加快推进盘锦大米、盘锦河蟹
两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盘锦市今
年初提出，围绕“产业联盟+基地+农
户”模式再造盘锦农业，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精品农业、都市型农业。在
此背景下，两个产业联盟应运而生。

联盟成立以来，盘锦市相关部门通
过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标识、

统一营销、统一追溯五项举措，推动农
业企业化、集团化、标准化、规模化、生
态化、品牌化，引领盘锦大米、盘锦河蟹
两大主导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优质品种引进上，联盟企业重
点试种水稻优质品种 10个，为盘锦大
米实现优质化奠定坚实基础；在标准
生产推行中，盘锦市农业农村局起草
制定了水稻优质高产栽培、蟹田水稻
栽培管理、稻田优质河蟹养殖等 8 个
技术规范，加快大米、河蟹标准化生
产进程。盘锦市相继投资建设盘锦

大米联盟追溯系统、盘锦大米交易平
台，同时建设环境检测和大数据分析
系统，确保联盟产品质量安全，增加
生产竞争力。

数据显示，今年盘锦大米产业联
盟企业通过订单、流转、股份合作等
方式整合土地 3.6 万公顷，占全市水
稻播种面积的 34.3%。盘锦河蟹产业
联 盟 企 业 2019 年 河 蟹 养 殖 面 积 达
1.14 万公顷，占全市河蟹养殖面积的
11%，联盟企业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河
蟹养殖面积达3.3万公顷以上。

产业融合是现
代经济发展的大趋
势，更是实现高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盘锦市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须重视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为做好农业产业高
效益发展文章打下坚实根基。

近年来，盘锦市农产品加工
业有了一定发展。益海嘉里以稻
壳为原料生产白炭黑技术世界领
先、恒际生物以米糠油为原料年
产200吨阿魏酸目前世界规模最
大，全市水飞蓟素年生产量 800
吨，占世界产量的70%以上。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盘锦市
农业生产能力与农产品深加工能
力还很不匹配，农产品深加工潜
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产业链增值
收益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在农
产品深加工，特别是粮油生物高
科技产业增值效益上，还有非常
可观的利润空间。这个空间，就
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

盘锦在打造世界级石化及精
细化工产业基地的同时，应充分释
放城市在水稻、大豆、水飞蓟以及粮
食中转、运输、加工等产业的天然优
势，做长做全做强生物基精深加工
产业链，发展医药添加剂、保健食品
和化妆品等粮油生物高科技产业，
着力打造细分领域的世界级粮油
生物高科技产业基地。

特别是盘锦港获批粮食指定
口岸，中储粮、汇福粮油等世界级
粮食企业在盘锦进行粮食深加
工，盘锦正在成为东北地区最重
要的粮食加工交易仓储集散地，
这也为发展生物高科技产业和粮
食深加工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为生态城市，盘锦还应充
分用好“红海滩+”“生态+”等模
式，引导农业向多领域、多维度
推进，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体验
农业、创意农业和民宿经济等，
使乡村旅游业成为带动乡村振
兴、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
现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手段。

产业兴旺当做好“融合”文章
刘立杉

本报讯 11 月中旬，盘锦市
组织 13 家大米、河蟹加工销售
企业参加了分别在上海和南昌
举办的 2019 辽宁优质特色农产
品华东地区（上海）推介会和第
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共达成意向额近2亿元。

据悉，盘锦市组织了鼎翔米
业、光合蟹业、大洼农垦集团、盘
山农垦集团等 13 家大米、河蟹
加工销售企业参会。他们充分
利用这两个平台，展示和推介盘
锦大米、河蟹品牌优势，加强与
华东等全国各地的农业交流与

合作，扩大盘锦大米商贸往来，
推动盘锦农业农村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

在上海推介会和南昌交易
会期间，盘锦市粮库责任有限公
司“盘粮”品牌大米深受上海采
购商和消费者喜爱，鑫阳光米业
有限公司与上海越际实业有限
公司签约的鑫阳光品牌“越光”
大米一次性售罄，千鹤米业有限
公司与采购商达成销售意向 2
万吨，香涛米业有限公司的丰锦
大米收获了多宗订单。

李学云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大米”抢滩上海叫响南昌

迈出产业融合发展的坚实脚步
——盘锦加快农业全面升级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红滩
新语

PINGLUN

去年以来，盘
锦市以美丽乡村
提档升级为重点，

推动乡村建设；以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为着力点，激发乡
村内生动力；以提升镇村经
济水平为突破口，加速乡村
全面振兴；以强化农村基层
建设为保障，提升乡村治理
能力。通过一系列务实举
措，加快推动全市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
面发展。

真抓实干，必结硕果。盘
锦乡村振兴已经步入由建设
向经营、由自我发展向对外开
放、由单一产业发展向三产融
合发展的转型阶段。

盘锦市坚持“管理集团化、品牌产
权化、质量高端化、价值市场化”的发
展理念，切实推进农业企业化、集团
化、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品牌化发
展，初步构建起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上，盘
锦市全力推进大洼稻蟹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成立产业园领导小组和
管委会，将八大类 12项任务具体到 22
个项目统筹推进。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高升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前三
季度园区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21.97 亿
元、同比增长7%，粮食加工及物流产业
基地中储粮和汇福粮油一期项目、益
海嘉里水稻加工、白炭黑等项目实现
竣工投产。

与此同时，盘锦市在农业结构调
整优化、乡村旅游产业升级上均衡发
力，取得实质性进展。

盘锦市始终抓实抓牢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构建。年初以来，该市不断夯
实农业基础，新建高标准农田 5400 公
顷，推广水稻优良品种 6个，全市水稻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5.5%；实施
水利基础设施维修养护工程，加快省
中华绒螯蟹育种重点实验室、辽宁光
合河蟹专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巩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成果，建
立健全监管、检测、执法三大体系，全
面完成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总结验收
工作。今年，盘锦市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近13万公顷，粮食生产实现15年连
续丰收。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成果喜
人。一年来，盘锦市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中，推荐省级示范场 1个，全
市农业部门备案家庭农场达208个，培
育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家，
推荐申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2家。

盘锦市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推广
极富竞争力的地域产品，叫响盘锦农产
品品牌。盘锦市组织联盟企业参加的
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2019世界高
端米业大会等各类展会上，“粳冠”牌盘
锦大米荣获第22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金质产品奖，“郁鑫香”
牌盘锦大米荣获2019世界高端米品鉴
大赛银奖，“蟹稻家”牌盘锦河蟹成功入
选“辽宁礼物”。

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盘锦市
紧扣自身发展阶段特征和农村改革发
展内在规律，在“实”和“细”上下功夫，
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扬优势，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
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一年来，盘锦市通过引贤下乡工
程、“五送下乡”创业等活动，坚持不懈
实施好人才助力县域经济发展计划。
他们实施的引贤下乡工程，累计引进
各类人才 83 人；开展的“五送下乡”创
业活动，先后提供就业岗位5100个，推
荐创业项目 500 多个。盘锦市还累计
投入4500万元，强化农村人才培育，打
造农业养殖和农机维修实训基地，在
11 个行政村开展“一村一技”培训，开
办“送教下乡”教学班 15 个、培养学员
1300余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780人。

在文化振兴上，盘锦市依托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开展
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了独具
地域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系列品牌。

今年，盘锦市下大气力完善了 10
个乡镇文化站、20 个村（社区）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同
时，开辟 187 个文明实践试点，组建起
535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累
计开展文明实践活动3500余次。盘锦
市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了“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心连心”、农村电影
放映、全民阅读等活动，一年来累计完
成送戏下乡活动232场、送图书活动40
场、送文化辅导 32 场。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的火热开展，有力推动
了农村文化建设，使文明新风劲吹盘
锦乡村大地。

作为辽宁省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
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市，盘锦市在广
大乡村同步实施了村屯绿化、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
行动、农村户厕改造专项行动等工程，
使全市农村环境更美，居住环境更加
舒适。同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落实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资金 6460 万

元，通过持续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改造、
公共服务提升、庭院环境美化等重点
工程，不遗余力地打造全国美丽宜居
乡村“盘锦样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盘锦市始终
重视农村人才培养、培育。通过完善
乡村治理体系、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
巩固提升工作，切实增强基层组织自
身造血功能，有效激活农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

盘锦市以基层党建统领乡村治
理，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城乡全域社会
治理网格化，使农村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显著提升。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对33个村党组织进行集
中整顿，对排查出的8个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逐个整改。

同时，盘锦市还配齐配强村“两
委”班子，严格落实村党组织书记县镇
双重管理制度，完成村“两委”后备干
部储备工作，健全完善了“三农”工作
干部队伍培养机制。

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

产业联盟助推大米河蟹生产实现“五统一”

鹤乡时讯SHIXUN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记者获
悉，经各省（区、市）遴选推荐、专
家评审和全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
议审定，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提供水产优质苗种、生产、养
殖、加工、销售、技术服务、科研、旅
游于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公司下
辖1个研发中心、8个子（分）公司
及多个合作养殖基地；拥有优质河
蟹苗种培育面积400公顷，其他物

种养殖面积1.3万公顷，工厂化生
产车间3万立方米水体。目前，公
司拥有“东”牌、“蟹稻家”牌等多
个自主品牌，蟹稻家蟹田大米已
打通多个线上线下平台，销往全
国各地，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实现休闲渔业全面转型，
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为河蟹产业
带来驱动，带动更多农民增收，盘
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开
工建设渔业田园综合体——盘锦
光合蟹村科普体验区。

刘 洋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光合蟹业
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公示
了 2019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
单，盘锦市大洼区田家街道大堡
子村榜上有名。

大堡子村位于大洼区田家街
道西南部，区域总面积10.21平方
公里。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
大堡子村以环境整洁、生态优美

为目标，因地制宜全面实施绿化
美化工程，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用
5年时间建成高标准的生态宜居
之村。

截至目前，盘锦市已有北窑、
石庙子等5个乡村入选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文并摄

大堡子村跻身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盘锦乡村振兴产业商城通过构建“产业园+博览会”模式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展示及输出平台。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