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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为稳定
生猪生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力，推
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我省近日印发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走种
养结合之路，坚持全产业链发展。今年
各地要实现生猪恢复性增长，确保关键
节点猪肉供应不短缺，明年生猪生产恢
复到正常水平。

《意见》指出，要稳定生猪生产，解决
“不敢养、没钱养、没地养”等问题，引导
养猪场（户）迅速复养。明年 6 月 30 日
前，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
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同时强化外疫防
堵，依法严打生猪及产品走私行为。

加大扶持力度，种猪场和规模养猪
场（户）贷款贴息政策期限延长至明年
12 月 31 日。对明年年底前新建、改扩
建种猪场、规模养猪场（户）和禁养区内
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加大支持力
度。支持养猪场（户）购置自动饲喂、
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
机装备。

全面解决用地问题，生猪养殖用地
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允许生猪养殖用
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
地占补平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
取消15亩上限规定。鼓励利用荒山、荒
沟、荒丘、荒滩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安排

生猪养殖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加强冻猪肉地方储

备和质量监管，严防不合格肉及肉制品
流入市场。各地要认真落实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一旦达到启动条件，及时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

加快构建现代生猪产业体系，推动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意见》明确各地要
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要加强现代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实施好生猪遗
传改良计划、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生猪
良种补贴项目，并继续实施粪污资源化
利用项目。

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变“运猪”

为“运肉”。除种猪和仔猪外，原则上活
猪不跨大区域调运。鼓励生猪就地就
近屠宰，鼓励加工企业发展产品深加
工，实现养殖、屠宰、加工匹配、产供销
顺畅衔接。

对于我省生猪产业发展目标，《意
见》予以明确。到 2022 年，生猪养殖规
模化率达到 58%左右，其中特大型生猪
养殖企业出栏生猪能力达到 1000 万头
以上，规模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78%以上。2025 年，养殖规模化率
达到 65%以上，其中特大型生猪养殖企
业出栏生猪能力达到1500万头以上，规
模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
以上，现代生猪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我省出台意见破解“不敢养、没钱养、没地养”等问题

要求各地明年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一发布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从现在
起，我省中小学正高级职称评审将向体音
美劳学科教师倾斜，一批体音美劳教师将
和其他学科一样，成为教学名师、学科带
头人，全面增强体音美劳学科教师岗位吸
引力。

针对体音美劳学科教师数量不足、招
不来、留不住、教不好等问题，省教育厅按
照“五育并举”原则，找准突破口和落脚点，
提出多项改革举措，补齐体音美劳学科教
师队伍建设短板。

健全补充机制，确保体音美劳教师招
得来。针对农村体音美劳教师缺口较大的
情况，我省印发《2019 年辽宁省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工作
方案》，明确规定，科学配置教师资源，应根
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体育、音乐、美术等紧
缺薄弱学科教师的招聘计划数，建立一支
结构合理、学科丰富的教师队伍，优化教师
队伍结构。

创新管理举措，确保体音美劳教师留
得住。我省下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全省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聘有关工作的
通知》，并专门组织召开中小学正高级职
称评审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坚持“五育并
举”原则，向体音美劳学科教师倾斜，并可
进行单独评审。通过发挥职称评审工作的导向作用，改变过去
体音美劳学科教师在学校受重视程度不够，评职称较难的状
况，加强岗位吸引力，引导优秀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强化保障措施，确保体音美劳教师教得好。近年来，我省组
织体育、音乐、美术、劳动学科骨干教师省级专项培训，每年培
训近 800人，引导各地加大培训力度，构建省、市、县、校四级联
动的教师培训体制。目前，省教育厅正在推进实施中小学名
优校长教师成长计划，遴选一批体音美劳学科教师作为教学
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发挥名优教师队伍的示范引领
作用，提高体音美劳学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我省将继续通过政策引导，树立重视体音美劳教师队伍
建设的导向，切实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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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大连大高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定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21项，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
重大工程建设中；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
限公司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 项，主持制
修订国家标准7项……

作 为“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节 点 城
市，大连市以标准化为突破口，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全市一大批传统优势行
业技术成功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和国

家标准，赢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高度认可，为大连技术、产品、标准、
品牌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奠定了
扎实基础。截至目前，大连市已主导
制定国际标准 2 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
国家标准 96 项。

大连市出台相关行动计划，突出强
调“推动大连标准走出去”，进而带动大
连制造和大连企业“走出去”。充分利
用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有

利契机，引导全市企业深化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努力实现由装
备产品输出向技术、产品、标准、服务输
出转变。

同时，大连市加强重点标准的外
文版翻译工作，结合海外重大工程建
设，探索工程建设标准在周边国家属
地 化 工 作 模 式 。 开 展 面 向“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标准“走出去”需求的调
研，梳理形成优先领域标准外文版目

录，满足工程、技术及产品“走出去”
的需求。

大连市还注重建立标准化工作激励
机制，对全市国际标准、国家标准项目，
特别对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突出作用的标准化项目进行重点资助
奖励。5 年间对全市 104 家企事业单位
的380个标准化项目奖励总金额达3245
万元，并对每项国际标准的制定单位特
别奖励50万元。

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标准98项

大连以“标准化”推动企业品牌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
道 11月25日，记者从阜新市
总工会获悉，阜新市总工会将
在全市建立10个职工技能培
训、实训示范基地，组建百人
的专家团队，结成千人的名师
带高徒对子，年内培训、实训
职工1万人，在此基础上努力
实现职工全员培训。

近年来，随着产业提档升
级，高技能人才紧缺成为阜
新市转型振兴的一大瓶颈。
阜新市开展的“十百千万工
程”，得到企业、职工的积极响
应，截至目前，共建立 22 个职
工（技能）培训示范基地、劳

模和职工创新工作室、“阜新
工匠”孵化基地和职工创新交
流基地。组建104名专家、劳
动模范、技术状元、阜新工匠、
各类创新工作室带头人为主
体的专家团队，深入基层，为
园区和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
科技成果转化。在全市开展

“师带徒”活动，结成 1000 多
人的技能提升师徒对子和技
术创新帮扶对子。以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新兴产业为主
体，培训、实训职工 1.8 万人
次，有力推动了全市职工的技
能提升，保障了重点产业、重
点项目建设。

阜新百余专家下基层
培养高技能人才

以善良作“药”，以挚爱为“引”。
从1988年大学毕业，留院当上一名

儿科医生起，她就全身心投入儿科临床
诊治和研究工作，31 年如一日，以妙手
仁心守护患儿健康，从一名普通医生成
长为辽宁省名中医，她就是辽宁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白晓红。

熟悉白晓红的人都知道，在她心中，
患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白天还是黑
夜，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患儿需要，
她永远随叫随到。

2012 年，担任科主任以后，她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患儿安全，她恨不
得每天 24 小时守护在患儿身旁。每当
患儿需要抢救时，她总是以最快速度到
达现场，带领大家有条不紊抢救，创造一
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在出色完成诊治工作的同时，白晓红
还积极承担起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她带领团队，传承并发展了多种行之有效
的中医药特色疗法，其中“敷胸散”外敷法
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缩短了小儿肺炎病程
并减轻患儿的痛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伏九贴敷疗法”，承载着几代辽宁中医

人临床与技术的结晶。白晓红亲身试药，
持续30多年开展“冬病夏治”贴敷防治咳
喘病，服务人群总计达百万人次。

此外，她还在辽沈地区创立了首家
儿童中医治未病门诊，形成了儿科的中
医防、治、调一体化模式；在医院的支持
下，开办了赋予辽宁中医品牌的“元合
熙”小儿推拿门诊，并开到了基层社区，
实现分级诊疗的创新模式。目前，辽宁
中医儿科已成为中国中医医院最佳研究
型专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区域中医儿
科诊疗中心。

从业31年来，白晓红从未休过一天
年假。对家人，她感到内疚，但对工作，
她用执着信念坚守着对儿科事业的热
爱。面对众多患儿家属的感激，白晓红
说，“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职
责，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家长的希望，我愿
倾注全部热忱与心血。”

白晓红31年如一日守护患儿健康
本报记者 刘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