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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在乡村落地生根，在提高生产效率、
扩大规模的同时，也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大量富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如何有效增加农民
收入，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017年以来，阜新县把劳动力转移就业
作为战略工程来抓。工商资本下乡，传统农
民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日益发达，农民走出家
门天地渐宽。与连年大旱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大灾之年农民“腰包”鼓了，县农村信用社
吸纳的存款额连年增加，10万劳动大军每年
从外地赚回30亿元。

为抓好这一“战略工程”，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到北京、沈阳、南京等地调研，看望本县
农民工；为每个村配备劳务协理员，村民不出
村就能了解最新的务工信息；开展素质提升工
程，让务工农民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2月23日，大巴镇36名农民工乘坐专车
远赴福建省松溪县打工。疫情突如其来，为
了破解“就业难”和“用工难”，阜新县首开先
河实施“点对点”专车服务，提供包车补助，降
低农民工出行成本，减轻了企业负担。

今年，阜新县劳动力转移就业9.9万人，他
们下好先手棋，牢牢抓住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这
一最大民生工程不放松。

从“十二五”的打地基，“十三五”的加速
度，到“十四五”的新跨越，阜新县坚持规划引
领，深耕重点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打造
全国一流民族自治县的征程上砥砺奋进。

十万大军域外“淘金”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8 月 28 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十家子镇，灯火通明的商铺内，数百名主播
纷纷上线。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玛瑙、食品等业户从线下转战线上，开启“中
国玛瑙第一镇”销售转型之旅。

随着网友不断下单，九美食品有限公司
的打印机一刻不停地打印着。直播间里，“网
红”主播正在讲解杂粮的各种新潮吃法。电
商经理李志强自豪地说：“疫情成了催化剂，
线上月销售额从 100余万元跃升到 300余万
元，占销售总额的1/3。”

近年来，阜新县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
态，244家电商企业遍布城乡，规模较大的有

关东在线、九美食品、十家子快手直播基地
等，在各电商平台上架商品2万余种，注册用
户4万余人。不仅进军淘宝、京东、拼多多等
主流网购平台，还自建佰集纳、尚客园、0418
商城等本土自主平台。

今年，阜新县成功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电商触角快速向乡镇、村
屯延伸，越来越多的农民变身直播达人，越来
越多的优质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走出大山，
走向全国，“万水千山”变成“近在咫尺”。

截至目前，全县有乡镇级电商运营中心
20家，村级电商服务站83家。十家子镇电商
产业蓬勃发展，“快手直播基地”注册商户
500 余家,涌现出 3 个直播村，以及程成、邱

欢、刘力华等人气主播。在2020年春节快手
官方争霸赛上，20余名十家子镇主播获得全
国名次，显示出很强的直播带货能力。

每晚 8 时，“聚缘珠宝”快手主播程成准
时上线，把一件件玛瑙制品展示给 11 万粉
丝，平均每天的销售额达4万余元。程成有2
家实体店，店铺销售收入已降至15%，电商收
入升至85%。短短数年，电商从无到有，挑起
玛瑙产业大梁。

新民镇卡拉房子村的水果远近闻名，但
是由于山高路远，客商都不爱来，村民只能眼
巴巴地看着熟透的果子烂在地里。在驻村

“第一书记”吴晓明牵线搭桥下，今年6月“大
红袍杏”首开线上销售先河，村民张福海惊喜

地说：“线上价格是线下的4倍，想不到电商有
这么大威力，咱村的杏都卖到天南海北了。”

7月 16日晚，15个乡镇的特色农产品集
体亮相蒙古贞大街，为期 8 天的阜新县政协

“促消费、强旅游、通电商、助脱贫”活动圆满
收官。这是农产品深加工能力的集中检阅，
也是“线上直播+线下赶集”的全新尝试。十
余位本地“网红”现场直播带货，瓦罐带鱼、野
生白蘑菇酱、红薯粉条、五谷杂粮等既让现场
百姓边逛边购，也让万千网友“买买买”。

“云端”搭桥，“触网”生金。据不完全统
计，2019年阜新县实现线上交易额2.7亿元，
其中玛瑙线上销售 2.4 亿元、农产品等 3000
万元。

阜新县特色产品借电商平台俏销全国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新开工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6 个，完成全年任务的
97.3%，其中投资亿元以上项目13个，完成全
年任务的 92.9%。今年以来，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项目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均好于往年，是
个项目丰收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阜
新县深入开展“双招双引百日活动”，“请进
来”“走出去”招商80次，累计签约项目15个，
其中亿元以上 14 个。主要领导亲任招商大
使、引才顾问，重点洽谈跟进远景集团智能风
机制造基地项目、北京亿良丰泰食品调味品
项目等。在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下，
25 支招商小分队深耕京津冀、挺进晋鲁豫、
拓展江浙沪，大力开展点对点、小分队、专业
化精准招商,招商针对性、实效性的“双提
高”，换来项目建设速度和质量的“双提升”，
主要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近年来，阜新县以新理念、新技术推动新
能源、铸造、农产品深加工、氟化工等重点产
业做大总量、提高质量。同时不断加大招才
引智力度，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陈温福为现代农业发展总顾问，以高
端人才和前沿科技助力产业提档升级。

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4个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在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富荣镇宝日殿村宝德扶贫车间，村
民张连香熟练地缠绕出口的音响线圈，“我每
个月挣3000多元，守家在地挣钱，很知足。”

2018年以来，宝德扶贫车间新建精品服装
加工和酿酒车间，规模不断扩大，在此工作的
村民每年人均增加收入近2万元。

去年9月，八石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在大板镇山岳村的扶贫车间投产。扶贫车间
内榨油、罐装、烘焙等一应俱全。收购来的山
货和杂粮，经过精细加工变为畅销商品。在扶
贫车间的强力带动下，当地村民种植特色农产
品的热情高涨，玉米种植面积少了一大半。

覆膜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无公害管理、
绿色种植……十家子镇南甸子村的红薯长势
喜人。今年，驻村“第一书记”王久波带领50余
户年收入5000元以下的农户，采取“党支部+村
集体领办公司+贫困户+包种包收一条龙服务”
模式，建成13.3公顷优质红薯种植基地和占地
6700平方米的红薯产业扶贫车间，能解决100
余户村民就业，为村集体增加4万元收入。

截至目前，阜新县建成百余家扶贫车间，
吸纳富余劳动力3000余人，成为村民脱贫致
富的大本营，产业发展的孵化器。

百余家扶贫车间
成产业发展孵化器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一般性企业
开办时间由 3个工作日内办结压缩至 4个小
时，企业设立登记由1.5个工作日压缩为2个
小时，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力推行一站办、就
近办、掌上办，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上半
年新增市场主体2695户，同比增长22.5%。

阜新县把33家单位、3100项县级政务服
务事项统一集中到各级行政大厅窗口办理，
让企业和百姓办事“只进一门一网”。启动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推行错时服务、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代办服务、上门服务等。

整合优化事项办理流程，减少申报材料
98个，减少不必要的审查、签字等环节 8个。
对高频事项进行梳理，形成《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百姓按图索骥，立即查询到办事流程图。

疫情发生以来，阜新县创新政务服务方
式，实行“网上办、掌上办、咨询办、邮寄办”等
服务，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
批时限，确保企业早开工，项目早落地达产。
截至目前，办理全程电子化业务14744笔。

随着市场主体数量大增，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互联
网+”等新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新增市场
主体在服务业的占比超过 60.63%，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上半年新增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22.5%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在深入推进平安阜新县建设和县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383名“一村
一警”“人民调解员”、394 名信访代理员、
3073 名网格员的作用，以“小网格”助推“大
治理”，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造社
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阜新县推行“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党员+
网格员”管理模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夯实
党的执政根基。运用大数据、5G等信息技术，为
社会治理装上“智慧大脑”。扎实做好县、乡镇

（街道）、村（社区）“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
和 36 个基层综治中心建设，打造立体化、法
治化、专业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城区街道有
一级网格 8 个、二级网格 15 个、三级网格 44
个、四级网格618个、五级网格2252个。网格
员通过微信工作群形成快速联动机制。东梁
镇建立由镇综治中心、村综治工作站、98个基
层网格组成的“三级平台”，14个村巡逻队昼
夜排查辖区内安全隐患。镇司法所法治宣传
进村组，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维护权益；开展“平安和谐家庭”创建活动。

“小网格”助推“大治理”

阜新县时讯SHIXUN

产业花开幸福来
——阜新县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悦林

每天傍晚，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门前
的蒙古贞广场上，歌飞扬，舞翩跹。

与广场的璀璨灯光相对应，是各级党
委、政府部门加班的灯光。近年来，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倡导“事不过夜”的工作作风，
频频弯道超车，在全省 41 个县的排名由

“3”字头升至“1”字头。
今年以来，阜新县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稳”的态势在持续，“进”的动能
在成长，产业发展托举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曾几何时，在阜新县产业版图上，煤和铁
是两大顶梁柱，占据四成以上份额。随着煤
炭资源日益枯竭和淘汰落后产能，延续数十
年的产业结构，到了非优化不可的地步。

没了煤铁支撑，工业顿失半边天：2014年，
在全省41个县的综合排名中名列第37位。

煤铁退出后，替代产业在哪里？痛定思
痛，阜新县开启第二次创业的征程。

彼时，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是确定主攻
方向，优化营商环境。县委大力倡导“事不过
夜、马上就办”的作风，主要领导任“前线总指
挥”，项目哪里有阻碍、营商环境哪里不顺畅，
随时随地现场办公，压茬推进、挂图作战。

阜新县委主要领导表示，在对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发展前景科学研判后，
把新能源、智能铸造、农产品深加工、精细化
工列为重点发展的四大主导产业。

重点项目领导包保、项目前期“代管代办”、
全面推行“项目管家”制度……全县上下像爱护
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积数年之功，厚积薄
发，建成一批支撑性项目，培育一批可持续性产
业，办成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阜新县渐
成投资洼地，迎来晋级的新时期。

今年以来，四大主导产业规模以上企
业总产值占总量的 77.7%。伊利乳品、排山
楼金矿等一批龙头企业逆势增长，有 8 家
企业产值增幅 30%以上。煤铁一家独大的
局面被打破，所占的比例降至 3%以下。四
大主导产业迅速崛起，撑起高质量发展的
四梁八柱。

2018年，阜新县在全省41个县的综合排
名进入前 20 名，首次挺进“1”字头。2018 年
和2019年，连续两年获得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和突破辽西北考核指标综合奖。

新开工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6 个，
完成全年任务的 97.3%。竣工 2000 万元以
上项目 20 个，完成全年任务的 90.9%……
今年上半年，阜新县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省县域第 11 位，固定
资 产 投 资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超
13%，县域经济主要指标增幅高于省、市平
均水平。

从煤铁独大到四柱共擎

“北畜牧、南果蔬、西杂粮、东粮食”，这
12个字是根据不同地域、气候与土壤条件，
因地制宜制订的农业生产总体布局。

字数虽少，得来却不易。过去，各乡镇
资源禀赋不同，种植、养殖结构却高度雷同，
结果山区种粮食十年九不收，平原栽果树费
力不讨好，现代农业发展多年来一直在低水
平徘徊。

2013年以来，阜新县按照总体布局摆布
项目，各尽其能、各展风采。

当一辆接一辆的挖掘机开进旧庙镇后
查台村，这个小山村沸腾了！村民如同过节
一般，在投资3亿余元的金猪伟业绿色生态
循环经济产业园动工仪式周围观看。随着
大项目在乡村纷纷落户，迅速打破了雨养农
业靠天吃饭的桎梏，点燃了产业兴旺、乡村
振兴的星星之火。

辽宁金地果蔬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在
建设镇哈不台村拔地而起，小小番茄成为农
民出口创汇的“金果”；辽宁禾兴牧业有限公
司进驻阜新镇衙门营子村，建设万头肉牛、
生物制肥循环经济扶贫项目，一改当地养殖
业“小散”历史，迎来规模化、标准化的新时
代；阜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百万头生猪项目
在泡子、富荣镇、大固本等地多点开花，集科
研、饲料加工、良种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

工、生态农业于一体，形成全产业链体系；辽
宁中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马铃
薯淀粉项目选址蜘蛛山镇，这里将变身全国
淀粉加工生产重镇……

项目建设快马加鞭，园区建设同样如火
如荼。阜新县工业园区规划“一区四园”，包

括铸造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园、环保科技园
和新能源产业园。仅农产品深加工园就有34
家企业，包括伊利乳业、三沟酒业等6家省级
以上龙头企业。分布在乡村的种植、养殖项目
源源不断地产出优质农产品，在园区实现精深
加工，实现由产品到商品，商品到品牌的嬗变。

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富农

当下，新基建东风乍起，新经济、新业
态风起云涌，传统行业快速转型，如何在
新的历史时期行稳致远、再站潮头？今年
以来，阜新县深入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讨论”，以编制“十四五”规划
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催生新动
力，打造新引擎。

在阜新县工业园区铸造产业园，力达

智能铸造二期厂房建设已近尾声。与有
形 的 建 设 同 步 ，无 形 的 5G 信 号 即 将 落
地。项目负责人刘立军说：“智能铸造项
目引入 3D 打印、大数据、机器人等全新技
术，通过‘云端’与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
中心资源库连接，便可共享国内最先进的
生产工艺和数据。”

大到几十吨、小到几两的铸件，力达

都能生产，在海内外压铸机和注塑机等细
分领域赫赫有名。这家技术力量雄厚的
企业还是名副其实的“吸金王”，虽然受到
疫情影响，但产值和利税逆势增长 30%。

金猪伟业绿色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园
项目负责人吴成伟指着整整一面墙的监
控器，向记者讲解智能化猪舍：自动采食
设备、自动饮水设备、地热取暖、水帘降
温 …… 由 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高，和传统养猪场截然不同的是，这里化验
仪器多、自动化设备多，5/6 的员工是大学
毕业生。

阜新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辽河平原
过渡带，是风、光资源宝地。从 2005 年于
寺镇虎掌沟村设立第一台测风塔，已有
14 家 新 能 源 企 业 在 此 开 启 追 风 逐 日 之
旅。如今，装机规模、发电量连续多年稳
居东北三省前列，2017 年荣膺“中国新能
源产业发展十佳市县”。今年以来，新能
源产业逆势增长，新开工投资 5000 万元
以 上 的 36 个 项 目 中 ，新 能 源 项 目 有 15
个，占比 42%。

坚持质与量同升，积极打通产业链上
下游，以全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推新能
源产业搭上新基建、新经济、新业态发展
快车，是阜新县新能源产业擘画的发展
路径。远景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能源互联
网技术服务提供商，将在阜新县工业园
区铸造产业园建设智能风机总装车间、
云计算办公中心等，引领全县新能源产
业提档升级。

新经济新业态风起云涌

阜新伊利乳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文图片由阜新县委宣传部提供

阜新县风电装机规模、发电量居东北三省前列。

阜新镇白玉都村暖棚葡萄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