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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俺家就还清了全部银行贷款。这
不，俺家圈里现在养着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
今天要是卖了，估计能赚1万来块钱。算下来，
今年净收入能到六七万元呢！”

8月4日，在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马占志家的牛栏边，马占志
和老伴儿陈桂香正准备赶着自家养的架子牛往
阿尔乡黄牛交易市场去。当天，他家辛苦饲养
了一个多月、膘肥体壮的黄牛要出栏了。

自从2016年8月向村里养牛大户李万权学

养牛开始，马占志夫妻俩每天都是凌晨4时许
就起床，给牛喂水、喂草料，收拾牛圈。陈桂香
说：“那时候，俺们俩起早爬半夜，很累，但心里
可敞亮了！那一年，李万权的合作社给俺家担
保，向银行贷款20万元，俺第一次就养了25头
牛。当时市场行情好，黄牛被合作社收购后一
结账，净赚了7000元！”

8月4日，对于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北甸
子村村民来说是个好日子，因为每月逢1、4、7、
9日是村里黄牛交易市场的集日。

可别小看这个沙地边缘村里的交易市
场，这里可是名声在外，前来买卖肉牛的客
商，近的来自新民、法库等省内市县，远的来
自宁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近两年，市场
的年交易量都在 5 万头左右，年交易额在 7 亿
元以上。这个交易市场不仅活跃了阿尔乡镇
的经济，还带动了远近多个乡镇的黄牛饲养
和交易，帮助许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脱
贫奔小康的梦想。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贫困户马占志家的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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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8
月 5 日，记者从鞍山市科技局获悉，
年初以来，鞍山聚焦提高科技服务
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
三大动力源三大重点，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企业主
体的创新活力。上半年，鞍山全市
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实现 37.7 亿
元，同比增长 20%。

鞍山市采取推进研发平台建设、
完善科服网、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新途
径等措施，不断提高科技服务水平。
全市积极组织省级研发机构申报，并
对科服网进行前台改版及后台完善，

新增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
台。截至目前，平台新增仪器设备
50余台（套），累计达 270余台（套），
总价值为3亿余元。同时，积极指导
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为多家企业办理了 1500万元科技风
险补偿资金贷款业务，市科技局、市
担保公司、科创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合
作协议，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担
保、风险补偿及贴息等服务。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鞍山市
积极推进鞍钢股份“极端环境海洋工
程装备用钢铁材料”等项目，推动聚
龙股份发展基于区域现金处理中心

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支持福鞍燃气轮
机公司“分布式能源用中小型回热式
燃气轮机”科技重大专项的开展。同
时，鼓励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关键技术
攻关，批准组建鞍山市鞍钢集团公司
总医院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等
优势科研力量合作共同抗疫，指导企
业与辽宁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
日本光触媒研究所等开展技术攻关。

鞍山还积极发展“院士经济”
“研究院经济”“院校经济”三大动力
源，不断激发企业主体的创新活
力。在发展“院士经济”方面，对 40

余名参加“院士鞍山行”活动的院士
与本地企业对接的项目进行梳理统
计和跟踪服务；发展“研究院经济”
方面，不断开展产业技术研究院调
研工作，梳理全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的基本情况，制定《研究院经济行动
方案》；发展“院校经济”方面，与沈
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工业大学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组织企业参加中科院
沈阳分院举办的科技成果“云课堂”，
并推荐开炭热能、辽宁小小云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和荣信兴业公司参加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举办的“中
国好技术”评选。

鞍山聚焦三大重点提升企业创新活力
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同比增长20% “现在，赶场开会

少了，视频会议却多
了；线下接收文件少
了，线上发文却多了。
这 文 山 会 海 渐 有 借

‘云’反弹之势。”近日，一名街道干部
不无担忧地向笔者倾诉。

笔者非常理解这些基层干部的
处境和苦衷。过去，我们反对的文山
会海，多指过多、过滥的实体会议和
纸质文件。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下
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可如今，它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提升了“云应用”在工作和生活中的
使用率。“云招商”“云教育”“云招聘”
等新方法，在保证常态化疫情防控安
全的前提下，也丰富了工作落实的形
式，降低了办公成本，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有少数人却借题发挥，把
文山会海搬上“云端”，无论大事小
情、无论急事缓事，说开会就开会，想
发文就发文。这种随心所欲，形式上
虽然与之前的文山会海有所不同，但
危害却如出一辙：同样加重了基层负
担，同样挤占了为民办事的时间、空
间，同样损害了基层干部的身心健
康。所以，决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文山会海的新变种，究其根

本，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作
怪。长期以来，“以会议贯彻会议，以
文件落实文件”已成为某些人的思维
定式，欠思考、少担当、不作为，只把
开会和发文作为行政准则，认为开会
就是对上级精神的落实，发文就是对
下级工作的部署。在狠刹文山会海
之风的大环境下，这些人的行为有所
收敛。而“云应用”的到来，让他们借

“云”而上，加之“云会议”“云发文”既
易操作又披着创新的外衣，“借尸还
魂”就成了理所当然。

治理文山会海借“云”反弹，得靠
法规制度。在现今没有新制度可循
之时，应先用管理传统会议和文件下
发的标准来考核“云会议”和“云发
文”，控制数量，提高质效。然后，要
抓紧探索和制定“云时代”会议和文
件的监管方式，用新制度管严卡死

“云端”的文山会海。
治理文山会海借“云”反弹，也不

要因噎废食。“互联网+政务”是划时
代的进步，是大势所趋，与文山会海
没有半分瓜葛，不但不可削弱，还应
推广完善。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教
育和引导，一级给一级作表率，树立
崇尚实干、讲求实效的鲜明工作导
向，想基层所想，解基层所难，让基层
真正享受到“互联网+政务”的红利。

谨防文山会海借“云”反弹
司成刚

“我们本想去部队慰问一下，倒
是让你们抢了先！”8月 1日建军节，
沈阳市法库县和平乡曹四家子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刘辉早早就等在村
部大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

刘辉的“亲人”是辽宁陆军某预
备役团的官兵。管他们叫“亲人”，
一点不为过。刘辉本身就是一名老
兵，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两年多，
得到来自部队的各种帮扶，尤其是
新打的十眼“脱贫井”，在村里起了
大作用。

曹四家子村位于法库县北部，
交通不便，多山、多坡岗地，土地瘦
薄分散，产业基础薄弱，是个典型的
贫困村。2018 年 11 月，通过法库县

武装部联系，辽宁陆军某预备役团
和曹四家子村正式建立军地扶贫结
对关系。

“当时，缺水是村里最急需解决
的问题。部队了解情况后，一口气帮
村里打了十眼井。”村民党庆玉在山
坡上种了 1.6公顷黏玉米，今年在玉
米即将灌浆的时候，正值大旱，他家
地头的一眼井保证了灌溉。得知部
队官兵来村里慰问，党庆玉早早地等
在地头，他说：“这十眼井是咱村民的

‘救命井’，村里近千亩受旱玉米长势
都不错。”

“脱贫可不能光靠种玉米，必须
找到更赚钱的项目。”村干部和部队
官兵想到了一起。于是，十眼井中，

有两眼深水井被打在一片荒坡上，现
在，这里已经成了4公顷山楂林。

走上村头的一处坡地，数千株山
楂树和林下作物长势正旺，显眼处立
着一个牌子——“军兴山楂园”。

刘辉说：“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
地，现在有4500棵山楂树。今年，林
下的大豆就能见钱，3 年后，山楂也
能结果，到那时，估摸着一亩地效益
最少也得 3000 元，这就是咱村集体
的稳定收入来源！为了体现军民共
建共育、强军兴民，咱们起了‘军兴’
这个名字。”

“栽一棵就要活一棵，帮一项就
要成一项，我们一定帮助曹四家子
村彻底摆脱贫困。”在山楂林里，团

政委高耀杰告诉记者，“打井、栽山
楂树、帮扶贫困户，我们已投入 60
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修缮村民
委员会，为水井配备发电机，持续资
助重点贫困家庭。”

正说着，两个孩子飞奔过来，一
头扎进官兵的怀里。她们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克玉家的孩子，先天失
聪。去年，在部队的资助下，她们得
到了梦寐以求的助听器，终于能像其
他孩子一样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

“孩子的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褒
奖，村里脱贫奔小康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高耀杰说，“请乡亲们放心，小康
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脱贫攻坚战，
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

曹四家子村的十眼“脱贫井”
本报记者 陶 阳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为聚
合能量资源，提升文商旅产业链水
平，搭建企业与政府之间政策咨询和
项目服务的高速通道，8月4日，首批
40 余家沈阳市沈河区域内优质、有
潜力的文化旅游商业企业牵手，成立
盛京皇城文商旅产业联盟。

今年以来，沈阳市及沈河区高位
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盛京皇城国
家 5A级景区建设、中街高品质步行
街创建三项重点工作，围绕形成保护
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加速文化、商业、

旅游融合发展。
沈河区与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

联盟签订合作协议，后者将成为沈河
区的全天候“智库”。同时，大力推进
盛京皇城综合保护利用和中街步行街
改造提升工程，全面植入新业态。

作为推动文商旅加速融合的一
项重要举措，盛京皇城文商旅产业联
盟将成为产业文化展示和资源共享
的平台，助推文商旅产业转型升级，
形成“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成
文”的发展新态势。

沈阳市沈河区成立
盛京皇城文商旅产业联盟

本报讯 日前，在大连市辛寨子
工业园区，由大连海关与大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组成的联合检
查组对大连金百味面业有限公司和
大连嘉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展监
督检查。这是《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
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对外发布
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海关与市场监督
管理局首次开展联合抽查执法工作。

据了解，此次大连海关与当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启动联合抽查执法工
作，两部门选取对企业检查频次高、
干扰大且适合合并检查的食品生产
企业监督检查事项开展试点，联合检

查组只需一次下厂，就可以完成两个
或多个检查事项，首批将对5家企业
开展联合检查。

去年，海关推行“多查合一”改革，
把对企业多个进出口业务的监管事项
合并为一支队伍执行，海关下厂检查
次数大幅减少。此次联合执法检查，
切实减少了对企业多头、多层重复检
查，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负担。

今年上半年，大连海关完成进出
口企业核查448家次，全部实现随机
选取检查人员，切实提升了海关核查
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曲 华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海关与市场监管部门
首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8
月 3 日，盛夏酷暑，辽阳县甜水满族
乡谢家大榛子种植家庭农场的大棚
灵芝刚进入喷粉时节，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就前来提供
技术支持，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谢
家农场负责人刘娜兴奋地说：“真是
太感谢你们啦，你们的到来就是一场
及时雨啊！”

谢家农场只是辽阳科技共建高
效食用菌产业“科技小院”科技服务
团队开展服务的一个缩影。食用菌

是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短、平、快
项目，近年来，辽阳科技共建高效食
用菌产业“科技小院”科技服务团队
立足重点科技示范户、科技带头人、
合作社领头人等，建设打造“科技小
院”，不仅让农民尝到了科技帮扶的
甜头，也让“科技小院”成为当地农民
致富的加油站。

两年来，辽阳科技共建高效食用
菌产业“科技小院”科技服务团队的专
家立足辽阳县隆昌镇王家村金萍种养
合作社、甜水满族乡李家村谢家农场，

辐射周边农户，把优质品种、先进技术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适时解决生产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手把手教、
面对面学，农民带动农民，将技术有效
地落实到田间地头。

“我们食用菌科技服务团队为农
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费用、零
门槛’的科技服务，向企业展示农业
新成果，根据农户需求随时‘出诊’，
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省农科院经作所副研究员张晓艳说，

“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将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持。”

搞科研、送服务，“科技小院”虽
小，可功能却一样都不少。据不完全
统计，仅今年上半年，食用菌科技服
务团队就开展专家现场指导27人次，
举办技术培训2次，培训人数50人，发
放技术资料200余份。截至目前，已
建立“科技小院”技术服务微信群3个，
科技服务团队成员通过电话、微信等
形式解决菇农生产中突发问题十余
个，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向企业展示农业新成果 根据农户需求随时“出诊”

“科技小院”成为辽阳农民致富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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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新地镇福
新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艳军在镇
政府的帮扶下建成 4 栋标准蔬菜大
棚，第二年就收入 8 万多元，实现脱
贫。今年春天，他种植的西红柿一
茬就收入近6万元。

2006 年以来，福新地镇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全镇设施农业面积达
1134公顷，年产值3亿元，纯利润2.1
亿元，设施农业成为福新地镇农业
发展的支柱产业和致富产业。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设施农业助农民致富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丹
东市近日出台关于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鼓励政策，鼓励知识产权发明创
造，重奖发明创造者。

政策主要分为鼓励知识产权发
明创造，鼓励争创国家级、省级奖项，
鼓励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鼓励提升知
识产权创新能力，资金来源和实施主
体6个部分。在《辽宁省发明专利资
助办法》的基础上，丹东市对本地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具有丹东
市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的，按照每件 2000 元的标准

予以一次性补贴，补助与我省发明专
利资助办法的专利补助不兼得。对
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
专利权人，分别给予10万元、8万元、
5万元奖励；对获得省专利奖一、二、
三等奖的专利权人，分别给予 5 万
元、3万元、2万元奖励。为激发丹东
市专利权人争创国家、省专利奖的积
极性，对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1万
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知识产权示
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8000元、5000
元奖励，称号重复获得的不再奖励。

丹东出台鼓励政策
重奖发明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