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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报道 “马
大哥，我们村种的黄芩茶去年销量
特别好，今年你也来种植园打工吧，
年底还有分红呢！”1 月 14 日清晨，
锦州义县留龙沟乡大齐沟村党支部
书记高彩霞在贫困户马玉明家走访
时诚恳地对他说。作为义县道德模
范和“锦州好人”的高彩霞，2019 年
成为大齐沟村党支部书记。她一有
时间就到贫困户家中唠家常，说说
党的政策和扶贫方针，从思想上帮
贫困户解忧，从行动上帮贫困户解
难，还张罗着种订单茶帮助贫困户
致富。高彩霞做的这些事，只是义
县在扶贫工作中创新推出“道德扶
贫”的一个缩影。

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义县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义
县”建设中，先后开展了评选“身边好
人”、十大标兵、道德模范、最美家庭、
幸福家庭、文明家庭、四好家庭等系

列活动，涌现出各类先进典型 300 多
个。被评为道德模范和“锦州好人”
的女企业家高彩霞，成为大齐沟村党
支部书记后，为了让贫困乡亲搭上脱
贫致富的顺风车，从“扶志”入手，鼓
励贫困户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在
技术上，她毫无保留地把种茶和养殖
窍门全盘托出；在资金上，把自己孵
化出的鸡雏以成本价赊给农户养
殖。在高彩霞的带动下，村里种植的
黄芩茶为村集体带来13万元收入，义
县最贫穷的大齐沟村在 2019 年实现
了整村脱贫。

如果说个人道德典型是一缕星
光，那么集体道德典型就是一座灯
塔。被锦州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
村镇标兵”的稍户营子镇五台沟村，
在脱贫攻坚战中坚持从抓道德建设
入手，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扶贫活
动。实施智力扶持，对家庭贫困的
学生和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发放
奖学金；实施就业扶持，对贫困户进

行技能培训，提高其致富本领；实施
精神扶持，成立秧歌队、广场舞队、
篮球队等文体队伍，丰富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实施政策扶持，把重点
贫困户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畴，16 户贫困户完成危房改造，住上
新房；实施产业扶持，通过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等主导产业，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

在近几年的“道德义县”建设
中，义县城乡涌现出许多邻里互助
的先进典型，他们的感人事迹广为
流传。义县城关乡前窑村菜农刘
恒彦是一名党员，经过十多年的不
断探索，成为远近闻名的扣棚“老
把式”。他富了不忘众乡亲，带领
村 里 多 户 菜 农 搞 棚 菜 生 产 ，传 技
术、筹资金、建暖棚、帮管理、找销
路，全都尽心尽力。地藏寺乡杨树
沟村的张秀萍是一名普通的家庭
妇女，为了让那些在外打工的村民
少 些 牵 挂 ，她 无 偿 照 顾 起 留 守 儿

童 。 十 几 年 来 ，张 秀 萍 共 辅 导 了
200 多名留守儿童。

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还要在
转变人的思想观念上下功夫。为
此，在脱贫攻坚战中，义县把扶正贫
困户的思想观念作为重要环节，坚
持“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的方
针。发挥“道德义县”建设优势，采
取多种形式，大力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
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
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同时，
组织“勤劳致富标兵”“脱贫先进村”

“脱贫示范户”等典型组成基层宣讲
团，以访谈、报告会、道德讲堂等形
式，走进贫困村、走近贫困户，讲述
身边人、身边事，以真情实感讲述脱
贫攻坚故事，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
观 念 ，增 强 脱 贫 致 富 的 信 心 和 勇
气。目前，道德讲堂已宣讲 500 多
场，覆盖义县 17 个涉农乡镇的各个
贫困村，近2万人受益。

“道德扶贫”激发义县贫困户脱贫动力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干部。在扶贫工作中，义县通过
加强党建，让党员干部起到模范带动
作用，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

从 2015 年起，义县实行党政一
把手“双组长”负责制，建立和完善
了县级领导包片包乡、科级领导包
村包户制度，层层签订责任状。全
县 29名县级领导、541名科级干部及

规模以上企业与 674 户贫困户结成
帮扶对子。各乡镇、各部门及 239 个
行政村也都建立了扶贫组织机构，
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扶贫工作格局。

为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义县创新开展了“三带三创”和“三聚
焦三规范”载体活动，选出稍户营子
镇五台沟村和省下派的“第一书记”

李红冈等一批示范支部和先锋模范，
成为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头
雁，使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显著增强。据统计，目前义县共建立
共产党员先锋岗1088个，开展先锋工
程项目 176 个，组建党员志愿者先锋
队472个，累计发展脱贫项目130个，
带领3720名群众致富。

针 对 部 分 贫 困 村 党 组 织“ 双

带”能力弱、执行能力差等问题，义
县委按照每年不低于 10%的比例倒
排整顿对象，一村一策，抓好集中
整顿。3 年来，共整顿、转化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 75 个。城关乡郜家沟
村过去是软弱涣散村，通过整顿，
村 班 子 的 凝 聚 力 、战 斗 力 显 著 提
升，当年实现 23 户 64 人脱贫、贫困
村销号。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 担起脱贫攻坚“第一责”

“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
做，干上 1000 次、1 万次不出错，就
是最了不起的成绩。”这样朴实的一
句话，总挂在锦州石化分公司工程
管理部工人李未来的嘴边。

李未来 2006年参加工作，2013
年9月由工程公司调入工程管理部。
他挑大梁、担重任，组织完成了100万
吨/年催化汽油加氢装置扩能改造项
目等重点工程，让专家竖起了大拇指。

项目管理岗位是融合施工组织
管理、安全环保管理等多重职责的
岗位，日常工作琐碎复杂。李未来
说：“项目管理好似远航中的舵手，
需要积极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才能让项目建设沿着预定目标不断
前进。”对工作职责的精准把握，让
李未来迅速成长为部门中的青年主
力军，承担起多项重点工程项目的
管理工作。他先后高质量完成了锦
州石化分公司100万吨/年催化汽油

加氢装置扩能改造、40万吨/年催化
汽油醚化装置建设、炼油污水和化
工污水隐患治理等重点项目。

2018 年以来，他严守“安全和
环保责任重于泰山”的管理红线，
每天深入施工一线，对高风险作业
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检，所负责的 25
万吨/年催化汽油烷基化装置等 8
个重大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围绕
总投资4亿多元的3个项目，他牵头
召开协调会 220 个，组织编制审核
措施方案33个，确保了工程质量得
到有效控制。

青年岗位能手、先进工作者、十佳
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劳动模范……几
年来，李未来的辛勤付出和出色工作
得到各方面的充分认可，也得到公司
的多次嘉奖。李未来说，荣誉带给他
的是能量和动力，他会更加努力地去
学习、去实践、去履行岗位职责，为打
造精品炼厂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李未来：项目管理的青年舵手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本报讯 近日，锦州海关深入
开展系列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在进出口
货物和邮件监管环节严格查验，堵
截各类侵权货物和邮件。

锦州海关持续深入开展“清风”
行动、侵权商品跨境运输和邮递渠
道专项执法，针对重点国家、地区和
重点商品进行专项布控打击。加强
部门配合，形成布控回路，确保布控
时效；加强分析提炼，提升风险效
能，对侵权多发商品提出布控建议，
做到有的放矢；拓宽侵权线索来源，
对有准确举报信息的货物实施百分

之百开箱查验。
同时，建立多方协作的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机制，形成保护知识产
权合力。严格对关区进出口企业货
物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审查，判别
知识产权风险，保护企业的合法知
识产权不被违法侵权，使侵权企业
认识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危
害，进一步引导企业守法经营，自觉
抵制侵权假冒商品。深化与行业协
会及重点进出口企业的合作，合力
打假，引导行业形成自律意识。

高 葵 刘宏远
本报记者 高华庚

锦州海关专项行动
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本报讯 日前，互联网中泰国
际联合办学签约仪式在锦州举行。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东部
职业教育中心、玛达浦技术学院、唐
风国际教育集团共同签署了互联
网中泰国际联合办学四方协议，并
为互联网中泰石化国际学院揭牌。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积极与境
内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开展人文交
流与合作。联合办学采取互联网
与面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留
学生教育，首批专业高职学历教育
的泰国学生将于今年进入学院学
习。学院还通过境外办学，输出中

国标准，讲好中国故事，承接“走出
去”的中资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
训，建设“一带一路”石化类师资培
训基地（泰国），培训“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企业员工。

据介绍，中泰国际联合办学四
方协议对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在线课程、泰方教师培训、人才培养
方案、学制与层次、教学方式以及各
方在推进互联网中泰石化国际学院
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做了具体约
定。双方还围绕石油化工技术人才
培养方案、石化培训基地建设等具体
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王嘉姝 本报记者 高华庚

互联网中泰国际联合办学项目
签约

天越冷，雪越大，人越多，这是
锦州冬季旅游的真实写照。近日，
第五届锦州冰雪温泉节启幕，世界
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银装素裹
的冰雪世界里踩着雪橇享受滑雪带
来的刺激，再到热气腾腾的温泉中
泡泡澡，尽情享受冬日乐趣。

近年来，锦州市高度重视冰雪
经济发展，将传统冰雪运动与现代

冰雪运动完美对接，提升冰雪关联
产品的体验价值，加快推进冰雪产
业发展，变“冷资源”为“热经济”。
本次活动是锦州市冬季冰雪旅游运
动季十大系列活动之一，之后，冬奥
知识大讲堂、冰雪项目体验、趣味冰
雪运动会等活动将陆续进行，为游
客呈现一场冰雪文化旅游盛宴。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来锦州感受冰雪乐趣

1 月 15 日 清
晨，锦州义县七里
河村存仁花卉种

植专业合作社内飘来阵阵
花香，来自全国各地的鲜花
批发商聚集在此选购鲜
花。“鲜花是人们必备的年
货，过年的时候，鲜花的销
量特别好，我是特地从天津
来这里进货的。”批发商王
欢告诉记者。

存仁花卉种植专业合
作社内红火的景象，是义县
脱贫后产业蓬勃发展的一
个缩影。2019年年底，随
着最后18个贫困村销号、
2040名贫困人口脱贫，曾
经有151个贫困村4669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深
度贫困县——义县，兑现了
如期摘帽的庄严承诺。

最美劳动者 LAODONGZHE

李未来在检修设备。

锦州脚步 JIAOBU

图说 TUSHUO

同心逐梦奔小康
——锦州市义县决战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并摄

只有大力发展扶贫产业项目，恢
复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才能真正确
保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近年来，义
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
抓手，探索了 10个产业扶贫模式，将
产业扶贫项目和扶贫对象牢牢捆绑
在一起，做到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
有增收项目。

七里河村曾是贫困村，自 2015
年起，全村以合作社的形式发展花
卉产业，通过流转土地，建起 34 栋
高效花卉大棚，每栋大棚年收入 12
万元。七里河村利用政府支持的扶
贫互助金，把全村 148 户贫困户吸
纳为花卉种植合作社股东，靠土地
流转费用和股东分红，实现了整村
脱贫。

义 县 从 2016 年 开 始 实 施 农 业
“111”工程，即到2020年，农村人口实
现人均1亩高效田、人均1亩果树、户
均 100 只鸡的目标。县委、县政府制
定了鼓励政策，对达到发展标准的裸
地菜、棚菜小区以及果树示范园、肉
鸡养殖小区，每建成一个单元给予10

万元至 20 万元资金扶持，同时在水
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上给予配
套；每带动一个贫困户脱贫，给予
1000元资金补助。

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
了 乡 镇 、村 屯 和 广 大 农 民 发 展 种
养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聚粮屯

镇利用农业“111”工程支持政策，
采取合作社的方式大力发展裸地
菜 种 植 ，政 府 在 水 、电 、路 等 方 面
提 供 全 程 服 务 ，并 为 种 植 户 投 资
建 设 了 仓 储 物 流 车 间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种 植 户 的 效 益 ，有 效 带 动
了 全 镇 近 千 名 贫 困 人 口 稳 定 增

收。通过实施农业“111”工程，义
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历史
性 的 重 大 突 破 ，高 效 田 面 积 达
19866 公 顷 ，果 树 面 积 达 1.82 万 公
顷，建成大型果树农场 22 家、国家
级果蔬示范园 2 个，成为省寒富苹
果 生 产 基 地 示 范 县 、全 国 早 金 酥
梨生产示范县。全县规模养殖小
区达 136 个，奶牛、肉牛、肉鸡、生
猪存栏量持续快速增长。

瓦 子 峪 镇 五 间 房 村 是 全 镇 贫
困 户 和 贫 困 人 口 最 多 的 村 ，该 村
能 摘 掉 贫 困 帽 子 ，完 全 得 益 于 农
业“111”工 程 。 五 间 房 村 村 民 孙
茹 在 新 盖 的 大 房 子 里 跟 记 者 唠
起 了 脱 贫 的 事 ：“ 我 家 原 来 生 活
很 困 难 ，住 的 房 子 老 旧 得 不 像
样 ，是 政 府 帮 我 们 盖 了 新 房 ，我
们 老 两 口 心 里 非 常 温 暖 。”指 着
院 子 里 的 鸡 ，孙 茹 对 记 者 说 ：“ 驻
村 工 作 队 给 我 们 发 了 鸡 崽 和 果
树 苗 ，我 们 老 两 口 现 在 要 做 的 就
是 把 鸡 养 好 、把 果 树 种 好 ，不 辜
负大家的帮助。”

探索产业扶贫模式 擎起脱贫攻坚“顶梁柱”

近年来，义县把金融扶贫作为脱
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准确把握国家金
融扶贫方面的利好政策，建立政府、
银行、担保公司、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五位一体扶贫体系，有力助推了脱
贫攻坚进程。

2017年，省农信系统金融扶贫现场
会在义县召开，成为义县金融扶贫的
开端。义县通过积极开展省联社推出
的“亿元贷款千人脱贫”精准扶贫项目，

在全县签约新建肉鸡养殖小区40个，把
50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支持对
象。由沈阳农商行向锦州九丰食品公
司授信贷款2亿元，期限5年，通过扶贫
资金贴息、银行贷款息差反哺贫困人
口，帮助贫困户脱贫。目前，已落实3个
养殖小区，贷款到位2400万元，带动了
1296户贫困户脱贫。

同时，义县充分发挥风险基金放
大效应，由财政注入1513万元风险补

偿基金，银行按照风险抵押金10倍的
贷款额度为贫困户提供免担保、免抵
押贷款，解决了贫困户的发展资金难
题。目前，已为1036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6094万元，利用
风险补偿金为企业、合作社发放贷款
37542.3万元。

另外，义县充分发挥保险公司
的助推脱贫作用，创新合作模式，推
动保险扶贫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

为每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保险公
司投保88元，保险公司为贫困人口在
发生人身伤亡时提供基本生活补贴
和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分。义县还
对未脱贫人口实行“脱贫保”扶贫收
入保险，由人保财险公司聘请第三方
评估公司，按照比当年收入标准高10
个百分点的标准进行确认，差额部分
由保险公司赔付，使贫困人口脱贫有
了根本保障。

拓宽金融扶贫渠道 打造脱贫攻坚“金钥匙”

义县七里河村存仁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工作岗位。

义县桑土营子村的王利民靠养牛脱了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