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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土操场上
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你看
现在的塑胶操场多干净、多有弹性，
现在的学生可真享福。”11 月 27 日，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吗图学校大
门口接学生的家长聚在一起感叹。

伊吗图学校原来是土操场，刮
风尘土飞扬，下雨遍地泥泞，学生上
体育课或者课间活动很不方便。今
年年初，阜新市将“改造农村薄弱学
校 10 所，维修改造城乡校舍 15 万平

方米”列为 20件民生实事之一，历经
数月建设，一个标准塑胶操场取代
了土操场。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20 件民生
实事推进速度更快、标准更高、质量
更好。全市启动 10 所薄弱学校改造
工程，计划维修改造城乡校舍 15 万
平方米，实际完成 26.7 万平方米，完
成率高达 178%。农村妇女乳腺癌筛
查 8230 人，完成任务量的 102.88%。
城市低保、特困、低收入家庭妇女

“两癌”筛查均超额完成，其中乳腺
癌 筛 查 1745 人 ，完 成 任 务 量 的
118.71%。

高铁站前枢纽客运站主体工程完
工、主城区新增停车泊位3000个、“龙
湖路延伸工程”贯通……提档升级的
交通配套设施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早期棚改小区维修改造、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改造农村电网、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生活保障标
准越来越高，百姓日子更加富足。

新建11个塑胶灯光篮球场、在人
行步道增加200套休息设施……发达
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让“全国篮球
城”活力四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
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
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20 件民生实事瞄准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
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温度，百姓生活
更有质感。

民生实事提升百姓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2
月 5 日中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
新镇巨力克村农民武文忠将切碎的
牧草倒入槽子喂养毛驴，“青黄不接
的时候，喂牧草上膘快不说，还省
钱！”武文忠解释说。阜新市大力推
进农牧复合发展，成千上万的“武文
忠”走上致富道路。

近年来，阜新市充分利用北方
农牧交错带的地域条件和资源优
势，坚持打造辽西地区畜产品加工
核心基地和全国优质安全畜产品供
应基地，积极推进一产内部的种养
复合、养殖业与畜产品加工的一产
和二产契合，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格局。
农牧复合发展使玉米一家独大

的农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2017
年以来，3 年共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27467 公顷。扶持新建 42 个养殖
场，建成 11 个国家级养殖示范场、
17 个省级示范场。累计发展牛羊
驴规模养殖专业大户近 3000 户。
引导牛羊养殖场户扩大青贮玉米和
优质牧草种植面积，开展规模化、产
业化青贮生产。2018年，1605户青
储户完成储制青贮玉米、牧草等 70
万吨。今年预计青储户增至 2671
户，完成储制青贮玉米、牧草等78.6
万吨。

农牧复合让农民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1
月27日一大早儿，辽宁恒达源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洪涛就忙着和员
工一起包装红薯快递，“‘双11’期间
订单实在太多，只能限量销售。没
想到‘双 11’过后余热不断，现在日
均线上订单500单以上。”

2016 年，梁洪涛到彰武县流转
土地，带头种起了红薯。今年种了
25 公顷，总产量达到 950 吨。刚刚
过去的“双 11”期间，梁洪涛在网上
卖出6000余单，销售了15吨红薯。

红薯储存不当会引起大量损
耗。去年，梁洪涛在红薯深加工上
下功夫，购买了清洗机、烘干机、烤

箱等加工设备，将红薯加工成脆片
和地瓜干，不仅解决了存储难题，还
让初级农产品变商品，成了线上销
售的网红商品。90 后梁洪涛作为
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先行者”。

近年来，阜新市充分利用农业
资源丰富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基础雄
厚的优势，通过电子商务千方百计
让初加工、深加工商品走出去。据
阜新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农产品加
工流通部统计，阜新市现有农产品
加工企业 432 家，其中深加工龙头
企业89家。截至10月底，农产品线
上销售收入达1.8亿元。

梁洪涛卖的地瓜成了网红商品

“通过系统地学习，我了解了戏
曲的‘四功五法’，最初只喜欢听不敢
唱，现在是又敢唱又爱学。”12 月 3
日，阜新市太平区东山小学六年级学
生郝佳倪笑着对记者说。

2018 年起，阜新市委宣传部大
力推广“戏曲进校园”活动，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爱国之情，坚定
文化自信。东山小学积极响应号召，
扎实开展此项活动，并将其打造成校
园文化特色品牌。当天在排练室，学
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声情并茂地唱
起了京剧《沙家浜》《红灯记》选段。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摄

小学生学唱现代京剧

阜新市通过主题教育凝聚为民办实事的攻坚合力

用实绩实效回应群众呼声
本报记者 年旭春

一个“民”字饱含深意、重于泰
山。阜新市每年把八成以上财力
用于民生，真心实意的付出、真金

白银的投入，描绘出一幅幅民生改善的和谐
画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阜新市广大党员干部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问政于民，合力攻坚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一张张笑脸背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居民出
行的便利，到百姓居住环境的改善，再到贫
困户生活质量的提高，仔细考量一年来阜
新市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刻度会发
现，每个民生期许的实现都源于“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实践。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11
月28日，位于阜新彰武经济开发区的
彰武县联信球形新材料有限公司车
间内机器轰鸣，一袋袋铸造用高端人
造球形砂出现在生产线的末端。公
司副总经理李家波告诉记者，项目年
初投产以来满负荷生产，已实现1000
万元销售收入。

彰武县联信球形新材料有限公
司是兴隆山镇引进并“飞入”阜新彰武
经济开发区的。兴隆山镇有关负责人
兴奋地说：“引进的6家企业都‘飞到’
阜新彰武经济开发区，这些企业预计
实现税收1200万元，按照税收分成政
策，我镇可分得600万元，去除550万

元硬性支出，剩余财力全部用于脱贫
攻坚、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性事业。”

无独有偶。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
欢池镇成功引进阜新乾屹化工有限公
司后，“飞入”到辽宁阜新氟产业开发
区。项目全部投产后，该镇每年可得
1600万元税收，仅靠一个项目就能一
跃成为全县首屈一指的富裕乡镇。

为了高起点推进“飞地经济”发
展，阜新市成立领导小组，先后 12次
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各县区、各部门对
标先进，找准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开展
招商引资。从财税收入分成、统计指
标共享、培育飞地企业发展壮大、鼓励

“飞地园区”和企业吸引人才、设立专

项奖励资金等方面出台系列鼓励支持
政策，不断激发镇街推进“飞地经济”
积极性。兴隆山镇派出招商小分队奔
赴各地，有一次连续在外招商 12天，
平均每天洽谈和回访6个项目。

阜新市规划5个省级、7个市级“飞
地园区”，编制产业地图，引导镇街招商
项目向园区集聚，形成产业集聚、要素
集中的飞地发展创新模式。2018年9
月至今，全市“飞地园区”签约落地项目
104个，计划投资187亿元。今年1月至
10月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占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额的25.4%。全市95个乡镇、
街道，有55个成功引进“飞地项目”入驻
各“飞地经济”园区，“飞地经济”正在成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阜新彰武
经济开发区“飞地经济”园区依托硅砂
深加工、装备制造及配套、新型建材三
个主导产业，吸引永宏机械、大祁科技
等 25 个项目落户园区。辽宁阜新氟
产业开发区“飞地经济”园区吸引 12
个氟产业高技术企业前来落户。

“飞地经济”欣欣向荣，直接催热
了项目建设，项目开工率、复工率均为
近三年最高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坚
持走集聚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围绕“飞
地经济”园区产业定位和资源禀赋，探
索合作共建、委托招商、托管等新模
式，不断拓展“飞地经济”新内涵，为阜
新产业迈上中高端注入强大动力。

今年前10个月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

阜新104个“飞地项目”落地开花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 年旭春
报道 废弃矿坑变身越野赛道，在矸
石山包围下的村落建设智能无人系
统产业基地，在采煤沉陷区建设特色
农产品强镇……阜新市积极探索生
态文明与产业发展互融互促之路，昔
日的“煤电之城”正在成为产业兴旺
的魅力之城。

11 月 24 日，为期 3 天的 2019 中
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阜新站在阜
新百年国际赛道城圆满落幕。河南
机电职业学院车队18岁选手娄焯说：

“赛道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很适合
赛车干净利落地走线，开起来非常惊
险刺激。尤其是经过抑尘处理的赛
道很环保，卷土不扬灰！”

阜新曾有“煤电之城”的美誉，经
历百年煤炭开采后，遗留下采煤沉陷
区、废弃矿坑、矸石山等生态难题。
赛道城以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出
发点，采取边治理、边开发的模式，已
经建成 3条赛道，目前正在建设跨界
拉力、摩托车越野、场地越野等多个
赛道公园。

赛道城以赛事为平台，已实现招
商推介活动常态化。本次赛事期间
有43个项目签约。至此，赛道城已累
计签约赛车俱乐部、汽车市场、传媒、
餐饮、住宿、网络科技等 96 个项目。

阜新市下好生态治理这一先手棋，不
仅实现矿山生态环境的深度修复，而
且孕育出蓬勃发展的赛车及相关产
业，为创新转型发展提供全新路径。

海州区韩家店镇是当年海州露天

矿的排矸区，历经半个世纪堆积，形成
长 10 公里、宽 2 公里、高 40 米的硕大
土堆。矸石山下各个村落地少人多，
村民日子过得挺紧巴。乡村振兴要破
除矸石山阻碍。今年 6月，海州区在
韩家店镇南营子村建设海州智能无人
系统产业基地。项目占地2.7平方公
里，计划分三期建设，将形成以无人机
生产、教育培训、赛事会展、生态景观
为特色的航空小镇。

清河门区河西镇位于阜新百里
矿区西端，最多时有 13家煤矿，煤炭
产值占全镇经济总量的七成以上，村
民大多以煤炭产业为生。随着资源
日益枯竭，煤矿全部关闭，留下大面
积的采煤沉陷区。为了摆脱矿竭镇
衰的命运，河西镇以“一村一品”为抓
手，在所属 7个村发展特色农产品种
植和养殖。去年，河西镇入选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以邢家屯
村现代农业观光景区为中心，整合全
镇人文和自然资源，全力打造特色生
态文化小镇。河西这个煤炭大镇正
在转型为特色农产品强镇。

以赛事为平台阜新探索生态与产业互融之路

11 月 28 日晚高峰时段，过去让
司机头疼不已的矿工大街堵点车流
顺畅。颐和苑小区内，刚停稳汽车的
石艳告诉记者：“新海州桥今年‘十
一’通车后就不堵车了。”

老海州桥是1958年建设的，曾是
阜新城区象征性建筑之一。随着城区
机动车辆不断增多，狭窄的海州桥成
了一大堵点，大堵“三六九”，小堵天天
有。阜新市积极回应民众呼声，将海
州桥翻建列入2019年阜新市20件民
生实事之一。新海州桥5月20日开工
建设，10月1日正式通车，南北交通大
动脉瞬间通畅。

阜新市打出组合拳，确保民生实
事快速推进、超额完成。阜新市将20
件民生实事细化分解，明确牵头市领
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先后召开推
进会60余次，现场调度会80余次，随

时随地解决民生实事推进过程中的难
题。采取定期督查、专项督查、书面督
查和实地督查相结合模式，在定期督
查通报总体进展的同时，对重点项目、
进度滞后项目进行专项督查，每周进
行督查调度，跟踪协调督办。

阜新市把八成以上财力用在民
生领域，对民生实事的资金预算和拨
付优先安排、优先调度，确保财政配
套资金按时落实到位、及时支出到
位。合理安排施工单位抢抓项目建
设黄金期，细致做好项目施工管理，
确保施工质量。

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广大
群众关注的一大批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得到圆满解决，各级党员干部
践行初心使命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
的担当不断得到生动诠释，彰显了主
题教育成效。

八成以上财力用于民生

织密兜牢基本民生网底，关系到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彰显一个
城市的民生温度。自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阜新市凝聚合力切实解决民生
问题，瞄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
问题，实行领导包保，挂图作战。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
色。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切
口小、发力准、效果好”的要求，认真
排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问
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真刀真枪地开展集中整治，采取上下
联动的方式推进问题整改。共梳理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505 个，建
立了总台账、已解决问题台账、未解
决问题台账，通过前期专项整治已解
决446个，解决率达88%。

对于需要市级层面合力攻坚破
解的问题，建立分管副市长牵头负责

的包保责任制，通过工程化管理、项
目化推进，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各地
区、各单位、各部门攻坚解决问题。

24 名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带队深
入各县区、各部门和基层单位，对主题
教育开展情况明察暗访、现场指导，共
检查88个县区、市直单位的主题教育
有关材料，先后深入7个县区、32个市
直单位，抽查了48个乡镇、10个街道、
75个村、22个社区、7个非公企业和56
个基层单位，与 170 名县级干部、781
名基层干部开展谈话，对主题教育推
进、专项整治、为民办实事等情况进行

“六必看”“六必问”，指出并督促整改
各类问题524个。

阜新市将突出抓好稳定就业、增
加居民收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民生领域四件事，
用老百姓的口碑验证主题教育成效。

市县区合力攻坚民生难题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说
啥也没想到我女儿能到‘扶贫车
间’打工，孩子不光有了收入，更有
了自信心。”谈起彰武华煜制衣有
限公司的“扶贫车间”，彰武县二道
河子乡二道河子村贫困户赵建丰
不由得啧啧感叹。截至目前，阜新
市建成运营 102 个“扶贫车间”，带
动贫困人口7618人。

把工厂建在村里头，把岗位送
到家门口。“扶贫车间”既让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又能实现一人就业、
全家基本脱贫的目标，成为脱贫攻
坚的好载体。

宝德手工加工车间位于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宝日殿村，占
地 1.2 万平方米，车间面积 5000 平
方米，入驻企业有阜新德静电子配
件有限公司和阜新五鑫服装制造
有限公司，现有务工人员 120 人，
使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守家的
同时挣钱致富。尤其是对农村妇
女来说，车间给她们灵活就业带来
了福音。

宝日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翠
香因婆婆双目失明需要人照顾，不
能外出打工，加上近几年地里收成
不好，家里生活比较拮据。李翠香
以前学过裁剪，有一定的服装加工
制作技能，自打“扶贫车间”成立，她
来到阜新五鑫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打
工，每个月收入2500元。李翠香逢
人便说：“既照顾了婆婆，也挣了钱，

‘扶贫车间’帮了我大忙。”2019
年，宝德手工加工车间扩建厂房
800平方米，除进一步扩大服装加工
车间以外，还将新建白酒酿造车间，
预计增加近百个工作岗位。

阜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包峰告诉记者，阜
新市产业扶贫实现从输血向造血
转变，今年建立1804个产业精准扶
贫项目库项目，已经实施 935 个，
确保每户贫困户都有 1 至 2 项稳定
脱贫项目。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

“扶贫车间”建设力度，让这一贫困
人口就近就业、在家创业的产业扶
贫模式造福更多贫困户。

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 记者年旭春报道
“以前我们遛弯的地不平整，晚间还
没亮儿，走圈怕崴脚，我们低头小心
翼翼地走。现在好了，有平坦的广
场，还有路灯照亮，可以放心走圈儿
啦。”12 月 7 日，提起新投入使用的
健身广场，家住阜新市海州区东驿
小区的居民张福田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州区站
前街道聚焦主题，明确要求，认真谋
划，精心组织，让主题教育成为解决
群众实际难题、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的“助推器”。

9 月末，海州区站前街道干部
在走访中了解到，位于东驿小区
内，站前街道综合服务中心门前的
广场存在地面大面积破损、停车困
难、缺少健身场地等问题。随即与

相关部门协调重新规划建设综合
服务中心门前广场。经规划设计，
3000 平方米的站前街道党群文化
活动广场项目于 10 月 8 日正式动
工。拆除破损的花坛和陈旧的长
廊、迁移电线杆和健身器材、回填
下沉地面……10月末，一块平整而
干净，配套设施完善的健身广场投
入使用，辖区 2000 余名群众健身
难问题得到解决。

海州区站前街道还将主题教育
与“五城联创”相结合，清运垃圾
4080吨，清理杂草 1.5 万平方米，为
群众营造良好环境。自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海州区站前街道共解
决民生类问题 178 件，党员做好事
实事65件，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烦心
事闹心事。

小区健身广场成了居民最爱

图说 TUSHUO

阜新市加大扶贫工厂建设力度，助力贫困户脱贫。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阜新新邱露天矿坑变身越野赛道。 本报特约记者 张奎武 摄

速览 SU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