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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既做好“面子”，又做实“里子”。
在抓乡村环境建设的同时，丹东市更
加注重培育产业富、文化强和治理
美，提升乡村软实力，构建人居环境
改善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相互
配合、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努
力开创村民越来越富、日子越过越红
火的美好局面。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在振
安区九连城镇窑沟村记者看到，家家
户户棚架上软枣猕猴桃藤蔓遍布整
个院落，藤蔓上果实累累，已陆续开
始采摘。村民刘生告诉记者，他在房
前院落搭起了80平方米的棚架，种满
软枣猕猴桃。“今年我家的软枣猕猴
桃进入盛果期，产量大概有200公斤，
村里还会提供统一的销售网络，根本
不愁卖，我致富信心更足了。”

为了切实增加农民收入，2019
年，九连城镇党委结合当地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经多方考察，确定在窑沟
村和马沟村开展软枣猕猴桃庭院经
济示范项目建设。当年，镇党委在窑
沟村、马沟村发展示范户450户，统一
品种，统一经营，分户管理，邀请专业

技术人员跟踪指导，采取提供种植技
术培训、编制种植技术手册等措施强
化技术指导，还定期对农户的苗木进
行水肥管理。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三年后进入盛果期，每株产量在25公
斤左右，庭院年产量达250公斤，每户
庭院年收入约8000元至1万元，经济
效益相当可观。

发展庭院经济，不仅美了庭院，
也富了乡亲。这几年，丹东重点培育
孤山大杏梅、软枣猕猴桃等庭院经济
产业，打造绿色特色、产游结合的农
村庭院经济试点，振安区窑沟村庭院
经济典型在全省推广。丹东市把健
全乡村治理体系纳入美丽乡村建设，
2019 年有 3 个村被确定为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今年又有 7个村被确定
为省级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总体
上看是“三分治七分管”。丹东市积极
引导各地主动探索和实践各种运维管
护手段，及早建立由“治”到“管”的长
效机制。东港市探索城乡环卫一体化
新路子，实现城乡环境卫生统一建设、
清运和管理；凤城市建立职业化保洁
队伍，实现镇区与村组环境卫生监督
管理全覆盖。宽甸县采取乡镇、村屯
干部网格式包保，在虎山村成立物业
服务中心，采取物业化管理、收运生活
垃圾。振安区将农村垃圾纳入城市环
卫收运体系，实行城市化管理。

从环境改善中得到实惠、尝到甜
头，丹东市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步伐更加铿锵。下半年，丹东市将持
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创造农村
生态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打
造农村实力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彰显农村社会美；建设“集中美连片
美”区域，促进乡村整体美。

久久为功，定见成效。一个美丽乡
村、美好生活的愿景正逐渐变为现实。

实现人居环境“持久美”

本报讯 8月 31日，丹东市第一
个依托村集体企业建立的专家工作
站——凤城大梨树实业总公司专家
工作站揭牌成立。工作站建立后，沈
阳农业大学进站专家将在农业生产、
果树栽培管理、新品种开发和鲜果深
加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为
大梨树村农业产业的发展乃至凤城、
丹东的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这是丹东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丹东市聚焦
城市发展定位和人才战略部署，持续
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工作力度，围绕人
才“引育用留”，完善政策体系、创新
工作方式、优化发展环境，在全社会
营造出浓厚的识才、爱才、敬才、用才

氛围，为丹东全面振兴发展提供强力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紧扣需求引才，丹东市深入实施
“凤鸣丹东”大型人才引进工程，吸引
聚集各类英才。围绕重点产业、重大
项目和医疗教育等行业需求，通过开
展“海创周”“高校专场招聘”等活动，
将集中引进和自主引进相结合，签约
引进高层次人才18人。创办“鸭绿江
之友”院士专家联谊会，共吸收会员
156 人，其中院士 52 人。依托“联谊
会”为企业牵线搭桥，建立院士专家
工作站43个。实施高校毕业生“凤来
雁归”计划，2019 年共引进普通高校
毕业生6000余人。截至目前，全市各
类人才总量达28万人。

以“兴辽英才计划”为引擎，丹东
市深入实施“创业丹东”人才培养工程，
制定出台《丹东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丹东市拔尖高技能人才选拔管理
办法》等政策。新建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1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站3个、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站10个，为广育人才建好“孵
化池”。通过“订单式”“委培式”和共建
实训基地等形式，靶向培养农村实用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去年
以来，全市培训各类人才8000余人次，
农村实用人才参与线上培训超6万人
次，新增专业技术人才2800余人。

着力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促
进人才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丹东市出

台《关于扶持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发展
的暂行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孵
化基地给予最高 150 万元的奖励补
助。目前，全市已建成孵化创业基地
12个，入驻创业实体431家，辐射带动
就业3200人。

丹东市还相继出台《丹东市高层
次人才子女（孙子女）在丹入学管理
办法（试行）》《丹东市人才配偶安置
实施细则（试行）》等政策，为服务保
障人才、营造浓厚留智留才氛围打牢
政策基础。专门设立丹东市高层次
人才服务窗口，为人才在创新创业、
往来居留、子女就学、配偶就业、医疗
保障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刘思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用“凤鸣丹东”引才 以“创业丹东”育才

丹东实施两大人才工程为发展蓄能

9 月 14 日，在东港市合隆满族
乡范家堡村，村民王城指着眼前的
草莓温室大棚告诉记者，“当年我就
是在这儿认识的陈书记，真没想到，
后来他帮了我大忙。”

王城口中的陈书记是合隆满族
乡党委第一副书记陈智慧。2018
年，陈智慧初到合隆，走村入户了解
村民生产生活情况时，与王城相
识。“当时我在地里摆苗，陈书记走
过来和我唠嗑，说以后遇到啥困难
可以去找他。”没想到，一句承诺转
年被兑现。2019年，王城想扩大草
莓大棚规模，资金成为发展难题，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只有“一面
之缘”的陈智慧。了解情况后，陈智
慧当即承诺，帮忙张罗贷款。

经过多方努力，陈智慧为王城
等6户草莓种植户争取低息贷款90
万元，新建草莓温室大棚 16 栋，成
立了草莓专业合作社，当年赢利 30
多万元。

走进百姓中，操心百姓事。为
“空壳村”村集体争取项目扶持资
金、联系旅行社推动民宿旅游发展、
修水渠、卖苹果……陈智慧忙得不
亦乐乎。

“这些驻村书记真是雪中送炭
啊！”说起家里苹果销售的事，合隆
村果农卢静坤感动地说。去年春节
前，卢静坤家1万多公斤苹果滞销，
一家人非常着急。陈智慧得知后，
第一时间来到卢静坤家，商量如何
尽快把苹果卖出去。他一方面联系
企业，一方面通过微信群推送售卖
消息，并当起了“快递小哥”，不仅负
责接单，还负责送货。在几位驻村
书记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两周时
间，就将苹果销售一空。

“通过我的努力能为老百姓办
点实事、为他们解忧，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陈智慧说，他没做什么大事，
都是自己能办到的小事。但这些点
滴小事，却为百姓解决了大问题。

“为村民解忧是一种幸福”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近
日，宽甸满族自治县博物馆内座无
虚席，与会人员认真倾听丹东市委
党校副校长张莹波为大家解读民法
典的编撰历程、出台的重大意义、结
构和亮点以及民法典的实施与战略
推进。

为全面落实民法典的宣传教育，
宽甸县成立民法典“普法宣讲团”，开
设民法典普及的“主课堂”。针对不
同行业、不同人群，通过宽甸大讲堂·
半月讲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

等平台，分领域、分层次举办民法典
讲座，阐释民法典核心要义。组织宣
讲团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
村、进企业、进军营“六进宣讲”，普及
民法典知识。与此同时，各单位利用
融媒体、微博、微信等平台，积极运用
图解、短视频等适合宣传普及的方
式，掀起社会公益宣传热潮。

下一步，宽甸县将邀请专业人
才、组建宣传队伍，着重在乡村、社
区加大宣传力度，解决好民法典宣
传普及“最后一公里”问题。

宣讲团基层普及民法典知识

金秋时节，宽甸满族自治县长
甸镇河口地区的燕红桃挂满了枝
头。河口地区的小气候造就了燕红
桃独特的品质。为了让全国消费者
都能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燕红桃，
京东物流在宽甸河口设置固定揽收
点和流动揽收点，将揽收车开进桃

园，让果农在田间地头就能发货。
目前，河口燕红桃总种植面积约

2 万亩，全年总产量 5000 万公斤左
右。这几年，每到桃子成熟季节，燕红
桃便成了抢手货，年产值在3亿元左
右，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燕红桃富了河口果农

丹东市振兴区临江街道鸿利社
区电业小区妇委会是我省首个小区
妇联组织。成立后，她们充分发挥妇
女同志优势，组成巡逻小分队，走街
串巷，为居民排忧解难。遇到台风、
暴雨等天气，巡逻队协助社区排查小

区内高空广告、居民家阳台上的花盆
等物品；发现垃圾及时清理……这
些妇女平均年龄68岁，年龄最大的
已经75岁，她们以满满的正能量守
护小区居民安全。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小区妇委会为居民办实事

为顺应广大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今年年初以来，丹东
市委、市政府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从“厕所革命”、垃圾清
理、污水处理、村庄清洁行动等方
面着手，建设农村“美丽家园”。

截至目前，全市新启动创
建美丽示范村41个、实施编制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94个、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
覆盖率达94%、完成农村改厕
11105座、12个农村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处理项目全部开工、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达97.7%、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86.6%、清理
村庄垃圾13万吨。随着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深入开展，丹
东乡村愈加美丽。

走基层 ZOUJICENG

图说 TUSHUO

让美好生活愿景变现实
——丹东市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纪实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以前村里都是土路，雨天一腿
泥，晴天一身灰。现在全都修成了
水泥路，路边还栽上了花花草草，心
情真是舒畅啊！”东港市北井子镇石
桥村村民滕世国和老伴儿一边赏
花，一边感慨身边的变化。

走近石桥村一户户农家，记者
看到，墙上贴着农村生活垃圾“五指
分类法”示意图，垃圾都分类装在垃
圾桶里。村党总支书记邓贵成介绍
说，每户村民家都有两个垃圾桶，一
个装普通生活垃圾，一个装不可降
解垃圾，由专人定期清运，可降解的
垃圾经过处理后做肥料。

为了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石桥
村将厕所改造纳入村规民约，率先
建成东港市第一处村级污水处理设
施，同时安装了34座水冲式厕所，村
民家的生活污水经支管接入主干
管道，汇集后集中处理。此外，村里
还改造无害化卫生厕所500多个，配
套完成6座化粪池、34座污水检查井
建设，并与村污水处理站并网运行。

石桥村的今昔变化是丹东市推
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推进农村环境整体“颜值”提升，

丹东市通过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积极
引导各地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东港市在石桥村打造污水治理与改
厕同步推进工作典范，取得了村容村
貌提升与乡村文化建设双赢经验；凤
城市建立覆盖镇村的专业保洁队伍，
在青城子村树立长效机制典型；宽甸
满族自治县实施人居环境建设与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了青山沟村、
河口村和三道湾村等示范典型。

今年上半年，丹东全市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体系覆盖率达到 94%，
14 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项目
全部开工，其中12个已完成整治任
务。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全面开工，
12 个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
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开工建设，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取
得实效。目前，全市畜禽规模养殖
场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装 备 配 套 率 达
97.7% ，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86.6% ，全 市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量 为
45.18 万吨，利用率达到 44.5%。全
市启动 39 个森林乡村建设，栽植
树木 4.65 万株，进一步提高了北部
山区村容村貌建设水平。

“示范”引领整体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生态宜居是
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美丽的乡村
风景，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在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马市岛
记者看到：宽阔平坦的村路，路旁各色
鲜花争奇斗艳，青瓦白墙的民居，硬化
路面通到每家每户，上千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与城市街心公园相比毫不逊色。

“我们村外在变化大，内在变化
更大。从喝井水到用上自来水，从冬
冷夏臭的旱厕到干净方便的水冲厕
所，从垃圾乱丢到日产日清、分类处
理……”在岛上生活了几十年的村民
邢金香对记者说，她家里的卫生间有
7 平方米，抽水马桶、洗面池、淋浴花
洒、全自动洗衣机等物件一应俱全。

2019 年 3 月初，“厕所革命”在马
市岛全面铺开。相关部门投资 3980
万元，为岛上 5 个村的村民安装水冲
坐便器 3057 个，新建化粪池 2829 个。
对生活面源污染隐患开展全面整治，
通过铺设污水管线，建污水提升泵站、
建污水收集池，岛内基本实现了污水
收集全覆盖。

秋日，从马市岛出发沿鸭绿江上
行至宽甸县长甸镇拉古哨村，一路好

风景可谓目不暇接，沿途的21个村各
有美景，和谐地勾画出一幅幅相映生
辉的山水画。

在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的基础
上，丹东市积极探索开展点面结合的
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提出创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美连片美”，在
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村和全域创建整洁
村基础上，重点建设 1 个市县联建区
和 2 个县级独立创建的“集中美连片
美”区域。今年，在2019年全市创建34
个省级美丽示范村的基础上，再创建
41个美丽示范村，其中东港市14个、凤
城市13个、宽甸县10个、振安区2个、振
兴区和元宝区各1个。上半年，在联建
的马市岛至拉古哨“集中美连片美”区
域，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村8个，启动编制
村庄规划21个，启动改厕212座，安排
新建公路5公里，组织21个村参加“国
家森林乡村”创建，并在区域内选树了
发展集体经济促进环境整治、乡旅生态
产业融合、乡村治理示范、建立整治长
效机制等建设典型。组织交通、文旅、
林草部门共同推进连接5个4A级景区
国道两侧的环境整治和景观建设，由
点及面，“盆景”逐步连成“风景”。

把“盆景”连成“风景”

本报讯 近日，丹东市民政局
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社会救
助政策，修订出台了《丹东市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和《丹东市低
收入家庭认定办法》。通过十大方
面创新举措，扩大救助范围，降低救
助门槛，提高救助标准，切实兜牢兜
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根据两个认定办法，丹东将扩
大单人保范围，将重病患者申请单
人保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
由 3.5 倍扩大到 5 倍低保标准。把
重残人员认定标准在原二级以上残

疾人员基础上增加了三级精神和智
力残疾人员；规定对单人保实行分
档救助；规定部分特殊人员就业收
入的核算方法。

同时，明确四类刚性支出家庭
收入扣减的核算标准，将城乡居民
基本社会保障性支出、家庭成员重
大疾病支出等按一定比例进行核
减。此外，办法还首次设定家庭人
均存款限额，首次明确非高档摩托
车的认定标准，明确特殊个案的处
理方法等。

郭继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新举措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速览SULAN

东港市合隆乡合隆村独具特色的农家小院。（资料片）

风景如画的东港市双山西村。（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