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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通讯

分类施策，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必胜信心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明绍庚报道 3月
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到葫芦岛市，
深入乡镇村屯、企业车间实地调研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科学统筹、
振奋精神，苦干实干、狠抓落实，慎
终如始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克
难奋进抓紧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唐一军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

南票区虹螺岘镇虹东村检查脱贫工
作，他叮嘱当地干部，要挂图作战、
挂牌督战，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在金星镇卧佛寺村，唐一
军考察鑫澜生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设施农业项目，希望进一步做
大扶贫项目，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致富奔小康。

在南票区“飞地经济”产业园的
新衡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南票煤
电有限公司，唐一军实地考察循环

经济、资源转型项目，要求企业坚守
安全生产底线，严守生态环保红线，
规范生产、规模发展，加快走出一条
创新转型优质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调研期间，唐一军主持召开座
谈会，对葫芦岛市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予以
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慎
终如始、善始善终，只争朝夕加快
干，脚踏实地埋头干，把“两手抓、两

手硬”要求落到实处。一要不放松
不懈怠，持续紧抓疫情防控工作。
越是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向好，越要
冷静清醒，保持定力、增强耐心，认
真落实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8号令
要求，完善措施，精细工作，着力抓
好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群体，
把住进京门户，构筑坚固防线。二
要不动摇不停步，全力以赴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对标对表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下转第二版）

唐一军在葫芦岛市调研时强调

慎终如始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克难奋进抓紧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3月
5日，本溪市召开疫情发生以来第一
个综合性会议，向全市发出推进本
溪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常轨道的动
员令。全市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的前提下，深入开展“三抓三促”工
作，全力推动“全员招商”和“工业强
市”建设，如期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
经济指标和工作任务，全面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事实上，3月2日至6日，本溪市
各县区已经接待了 45 批外地投资
者，洽谈了45个项目，这都是各县区

春节以来边抓疫情防控，边坚持电
话招商、网络招商的结果。

目 前 ，本 溪 市 已 呈 现 疫 情 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的态势，需要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本溪市委
要求全市上下在目标任务上形成
共识，年初确定的各项经济指标
和工作任务保持不变，在发展方
向上形成共识。

今年，本溪市要集中精力抓好
六方面工作：全面从严加强党的建

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
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大力实施“三大
战略”，确保取得新突破；深入推进
项目建设，全员招商引资，稳定经
济运行；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基层社会治
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总体工
作推进上，要以“三抓三促”为主
线，聚焦工作任务，落实包联责任，
逐项分解落实，定期调度推进；在
具体工作落实上，要实行项目化管
理，坚持“五个一”工作机制，确保

工作抓细抓实抓落地。
年初以来，本溪经济保持稳步

发展，复工复产工作正全面推进。
截至 3 月 4 日，202 户规上工业企业
已 开 复 工 185 户 ，开 复 工 率 为
91.6%，与上年同期持平。截至 3 月
6日，开复工项目 52个，其中新开工
项目 11 个。本溪市还抓住 5 户医
药企业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12 户企业列入“辽
宁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的契机，拓展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
空间。

本溪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常轨道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71家
单位全部落实招商指标、推出 90 个

“标准地块”、设立中小企业亿元纾
困资金……3月 7日，沈阳市沈北新
区举行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誓师大
会，制定出台了招商引资十大举措
和十条政策，全力全速推进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沈北新区咬定“开复工210个亿元以
上项目、引进 150 个项目”目标不动
摇，构建“1+4+N”全员招商体系，围
绕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文化

旅游三大产业链条，聚焦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开展“一对一、
点对点”靶向招商，人人肩上扛指
标，个个招商有奖励，形成了全区上
下齐招共引的强大合力。

宁让土地等项目，不让项目等
土地。为解决空间储备不足、净地
不净等问题，沈北新区推出90个“标
准地块”，将 44个工业地块、24个商
业地块、22 个居住地块的位置、性
质、面积、规划条件、产业定位和盘
托出，促进精准定向招商。同时，推
出44栋、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国

有闲置标准厂房，用存量引增量。
系统明确、公平公开的招商引

资政策是对接洽谈的关键筹码，也
是市场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必备条
件。沈北新区系统制定并推出十条
招商引资政策，每条都见“真金白
银”。包括主导产业固定投资最高
补贴1亿元；设立1亿元的中小企业
纾困及应急转贷资金；对省级“独角
兽”企业，在上级奖励基础上给予一
次性100万元奖励等。

时不我待抓招商，全力以赴抓
项目。沈北新区以项目论成败，坚

持领导带头推进项目建设，通过建
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考核机制、
激励机制，将“项目为王”落实到识
人选人用人上，严格落实“项目管
家”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开复工存在
的各种问题。

按照计划，沈北万达广场、伊利
东北酸奶生产基地、国能绿色能源
沈北洁净燃料生产基地等 133 个续
建项目，确保 4月底前全部复工；辽
宁徽商总部大厦、明禾飞机发动机
零部件生产研发及总部等21个新建
项目，确保5月底前全部开工。

构建“1+4+N”招商体系 聚焦三大产业链条

沈阳市沈北新区招商推出十大“返补”新政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3月
9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陈求发来
到鞍山市，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确保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进
行调研。

陈求发走进台安县台东街道四
道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绍斌家，一
笔笔详细询问家庭收入，又一笔笔
向当地干部核实对账，查看吃住用

情况，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况，是否
能够支撑脱贫，王绍斌感动得哭
了。在新开河镇雷屯村已脱贫但人
均年收入不足 5000 元的王会珍家
中，陈求发嘘寒问暖，了解收入和生
活情况。收入是否稳定有保障，陈
求发最为关注。他说，重新分配土
地确权后多出来的土地要向贫困户
倾斜，让他们拥有持续可靠收入来
源。全省各级党组织不仅要关心帮
扶贫困家庭实现脱贫，还要带领大
家实现共同富裕。

在鞍山发蓝股份公司和迈格钠
磁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陈求发仔细
询问生产研发、市场开拓、产品销售
等情况，鼓励企业用好技术优势，扩
大产能、抢占市场，尽快把生产规模
和市场份额做上来。他叮嘱有关部
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帮助企业做好
市场推广。

调研期间，陈求发主持召开座
谈会，与鞍山市和鞍钢集团负责同
志进行座谈，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鞍

山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上来，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一是防控要求不能降
低，进一步压实责任，抓好境外疫情
输入防控，提高救治水平，守好入京
通道防线。二是千方百计迎难而
上，尽快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努力实现“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
务。要狠抓增量，加快项目建设，盘
活存量，抓好现有企业扩能增效。
要落实责任制，（下转第二版）

陈求发在鞍山市调研时强调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努力实现“双过半”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春风起，农事忙。辽沈大地，备耕正酣。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春季农业生产，事关农民收入、粮食安全，事关经
济运行、振兴步伐。特别是在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现
实背景下，做好这项工作，稳住“三农”基本盘，显得尤为重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但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场特殊的遭
遇战却给“春种一粒粟”带来了一些不可抗、意料外的困难和挑
战。农村地区人员流动频繁，企业用工紧张，流通环节不畅，集中
培训停办……这些影响，几乎是全链条式覆盖。所以，如何在一个
战场打好两场战役，考验着各地区各部门的智慧与担当。

为春耕备足“粮草”“弹药”，抓紧农资生产是第一要务。各地
应在精准研判疫情基础上，分区分级管理，有力有序推动农资企业
复工复产。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主动靠前服务，帮企业解决用工
缺口、原料采购等难题，助春耕用种、化肥、农药等按时保质生产。

让农资尽快下摆入户，需要畅达从车间到田间的物流通道。
既要按照“不聚集，少接触”原则防疫情，也要避免过度干预造成人
为添“堵”，确保农资运输“大动脉”“微循环”畅通。

不合理的“土政策”要解锁，不得阻碍正常的农事活动。要支
持农户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分时下地，分散干活。对返乡人员，
应鼓励其就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门口增收。

技术下乡不能停。为减少疫病传染可能，可利用广播电视、网
络微信、抖音快手小课堂等方式将培训由“地头”搬到“网上”，从

“面对面”到“屏对屏”，让专家在线看田、在线指导成为新潮流。
防疫劲头不能松。各地应严格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在保证农业生

产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村民出行，动员村民参与群防群控，严防疫情输
入。各地应持续普及防疫知识，采取科学有效消毒措施，防患未然。

为抓紧抓实抓细春季农业生产，我省多次召开会议、连续出台文
件，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各地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用非常
之举、下非常之功，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

我们相信，经过“历练”的春种，必将在金秋压弯收获的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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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洒满窗棂。
像往常一样，推开办公室的门，丹

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
俊峰却突然停住了脚步——对面的座
位上，再也看不见老同事于洋的身影。

墙角，他的大衣还挂在那。办公
桌上，防控排查笔记、兵役登记资料等
整齐摆放着，下面压着一张从报纸上
剪下的文章，标题是《好人》。

“老于真是个好人啊！”这可能是
于洋留给同事们的最后印象。但是，
他给大家留下的又岂止这些！

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于洋
在晚间接到通知，第一时间返回街道
参加防疫工作会议，主动请缨下沉一
线。第二天早 6 时，他的身影就出现
在清花园社区。

入户排查、卡点坚守、重点防控……
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于洋一刻也
没有放松。

连续坚守在战“疫”一线的43天，
成了于洋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3 月 4 日下午，他突发心脏病，经
抢救无效，因公殉职，生命永远定格在
48岁。

倒下前叮嘱“别忘了安
排人值班”

“认清当前形势，注意卡点位置、人
员配置……”翻开于洋办公桌上的笔记
本，详细记录着每天的防控工作情况。

于洋负责的振四街 38 号楼和 46
号楼，是一个开放式小区，管理难度
大。每天，他带领清花园社区工作人
员逐一上门排查，登记各类外地来丹
东人员，进行实时监控隔离。排查工
作结束后，他坚守在小区卡点，继续做
好出入人员体温测量、疫情信息的收
集报告工作。

“入户排查前期，有些群众不理
解我们的工作，不给开门，老于就每
隔两小时回访一次。”同事唐立明松
回忆说，老于常说，为百姓做事不能
喊在嘴上。（下转第三版）

用生命践行“为百姓做事”
——追记丹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于洋

本报记者 黄宝锋 蔡晓华

详见三版▶

辽宁支援雷神山医疗队二队领队李振兴和队员累计
救治患者477人，出院162人，他们说——

“来了就是要啃硬骨头的！”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详见五版▶

导读 DAODU

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3 月 9
日，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印发《农村动物
防疫人员及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
施20条》，明确提出“十必须”“十不得”。

动物防疫人员及活动要做到“十
必须”。包括村委会（社区）必须事先
知晓为饲养场（户）实施动物防疫的人
员是否为本村（社区）人员。必须保证
动物防疫活动全程可追溯。低风险地
区间跨村实施动物防疫的人员，必须
持有居住地村委会（社区）出具的健康
排查合格证明。动物防疫人员实施防
疫活动前，必须向当地村委会（社区）
登记备案。每日上下午必须测量体温
不少于 1 次，必须配备便携式消毒器
具、消毒药等消毒用品，实施防疫活动
全程必须戴口罩。进入每个动物防疫
活动场所前，必须详细询问该场（户）
人员有无发热等症状，有无外来人员
等信息。从事动物防疫活动期间，必
须尽量减少与人接触、减少活动区

域。每日必须详实记录全部行动轨
迹。饲养场（户）在接受动物防疫活动
前，必须详细询问动物防疫人员体温
是否异常、是否备案等情况。

动物防疫人员及活动要做到“十
不得”。包括不得在新冠肺炎低风险
地区和中高风险地区之间，跨区实施
动物防疫活动。有发热、干咳、乏力等
症状的人员，与外省返辽人员或与新
冠肺炎确诊人员有接触史，且尚在隔
离期内的人员，不得实施动物防疫活
动。未佩戴口罩、更换鞋套或对鞋底
进行消毒的，发现饲养场（户）人员有
发热等异常状况，不得进入动物防疫
活动场所。在实施动物防疫活动时不
得进入畜主生活场所，不得与饲养场

（户）的人员在同一房间聚餐，不得随
意丢弃用过的口罩、消毒药品等，不得
遗漏、隐瞒动物防疫活动期间的相关
信息。饲养场（户）不得允许不符合要
求的动物防疫人员进入场（户）。

我省印发文件

农村动物防疫人员要做到“十必须”“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