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各拉村是“三沟经验”的发源
地之一，艰苦奋斗的实干作风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人。2015年8月，我带领

驻村工作队第一次来到拉各拉村时，
心里拔凉，村委会蒿草丛生，窗不像
窗，门不像门，好像很久没人使用了。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和工作队
队员带着照相机、录像机，自行设计
了有107项内容的《贫困户信息表》，
每天早饭后就开始走访，中午买不到
吃的就饿着走一天，队员开玩笑说

“胃都饿瘪了，鞋垫都磨薄了”，我跟
队员说，“既然咱们来到拉各拉村，就

要把三沟精神传承下来，就得弯下
腰、肯干活、流大汗。”

整整 4 个月时间，我们把全村
865户村民走了一遍，精准识别贫困
人口108户289人，将应纳未纳入的
25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保障范围。

2017年11月30日，我主动请缨，
再赴拉各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虽然在2015年驻村时，筹集资
金修缮了村委会，捐赠了办公用品，
但村干部还是不到村委会办公，党员
干部依然缺少一股干劲儿。我决定
从抓党建入手，让班子强起来，让村
干部的干劲儿提起来。

我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建党建
活动室，班子队伍一起抓、思想观念一
起带、脱贫攻坚一起干。通过几年的强
基固本，把一个软弱涣散村建设成为党
建引领示范村，拉各拉村村委会也成为
远近闻名的“实干作风红色驿站”。

3年来，村里建设了盛京满绣扶
贫车间，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举办
劳务输出洽谈会，实现就业扶贫597
人；温室大樱桃和山里红制品特供果
园项目相继落户村里，已经运行的光
伏发电项目开始给贫困户分红。今
年6月，村里重新组建了村“两委”班
子，村干部作风实了、干劲儿足了，村
民增收的渠道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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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鞍山市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鞍商恳谈会，来自全国各地
的优秀鞍商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
机遇。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节日期间团聚，在外打拼的鞍商
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鞍商代
表、深圳市企业家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党委书记于剑说：“我们在深圳的
鞍山籍企业家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
和变化，特别想反哺家乡，为发展出

一份力。”
于剑道出了鞍商的心声。
在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大家发

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吸引他
们的不只是乡情，还有这里重塑营
商环境带来的深刻变化——一般性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两个工作日以
内，市本级办理企业开办实现全流
程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总体时限压缩至70个工作日
以内……

近年来，鞍山市按照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要求，全力打造办事方
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
宜居的营商环境。尤其是，鞍山创
新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着手构建
与群众、与企业、与基层“三个互动
体系”，把加强与企业互动作为最重
要的一环，发挥政银税企对接服务
中心作用，坚持领导干部到企业现
场办公制度，派出 1.7万名企业信息
员蹲点开展常态化互动，打通沟通的

“最后一公里”，“亲”“清”政商关系进
一步升华。

“三个互动体系”如一颗安商“定
心丸”，让鞍商倍感振奋。北京华仁
简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龙鹏
通过对二一九公园的细致考察，产生
了打造儿童乐园的构想。北京华馨
医疗董事长赵伟说：“我们在京的鞍
商将发挥人脉、信息、资源优势，大力
推进资金和项目回归。”

与系列安商举措相呼应，鞍山市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实施

“两翼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深化城

市活力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充分聚
合资源，打出一套“组合拳”，从发展
战略、工作格局、战术举措上形成顶
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全市焕发出新的
活力。今年 1月至 8月，全市引进内
资到位资金增长 12.5%，外商直接投
资增长 182.3%，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2.89万个。

重塑营商环境，重构产业体系，
为企业对接鞍山的产业链条提供了
更多可能。这不，与会的鞍商先头部
队先下一城——鞍山市招商引资服
务中心与辽宁省民营企业协会、高新
区与强伟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北方国
际健康城与华馨（北京）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因势利导，鞍山各区（市）县纷纷
自荐，重点推出一批利于合作的精品
项目，并精心推出产业游览路线，参
加考察的鞍商代表纷纷表示，回去后
将大力宣传家乡的产业结构和投资
环境，优势互补，携手发展。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鞍山
招商引资的好戏还在后头。

鞍商赞“安商”投资返家乡
本报记者 王 刚

盘山县胡家镇是省河蟹养殖重点乡
镇，河蟹市场更是全国的河蟹集散地。
胡家镇农民张海涛的心中一直有一个

“河蟹梦”，他养殖河蟹从小处起步，逐渐
发展起一个集繁育、养殖、销售、储存、加
工于一体的现代农事企业。

1989年，张海涛开始实施稻田养蟹，
蟹田种稻，一水两用。为了带动更多村

民共同致富，张海涛成立了合作社，吸收
160名社员一起从事稻田河蟹养殖，为社
员无偿提供技术。现在，河蟹养殖基地
发展到4000余亩，年产河蟹150吨，合作
社社员每年户均增收2万多元。1995年，
张海涛建成盘锦第一家工厂化育肥室，
填补了我国北方该项技术的空白。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刚 摄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秋
日，岫岩满族自治县的乡野田间青
山含黛、瓜果飘香，一栋栋标准化大
棚错落有致，劳作的农民穿梭其间，
脱贫致富后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
脸上。

这样的景象，同岫岩县扶贫政策
的有效落实和扶贫产业的合理规划
开发密不可分。

近年来，岫岩县始终把做大做强
扶贫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强力
推进扶贫产业发展，让集体扶贫产业
成为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长期稳定
脱贫的重要“法宝”。目前，全县各行
政村均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
温室大棚或村级光伏电站、旅游观光
采摘园、生物燃料制造等集体扶贫产

业项目。
为加强和规范全县扶贫资产管

理，避免资产流失，去年以来，岫岩县
在全省率先实行扶贫资产确权管理
工作，以扶贫产业资产作为重点确权
对象，通过交易中心确权给村集体，
发放农业设施所有权证，权属归村集
体所有，为集体扶贫产业资产“上户
口”。目前，已为全县 20 个乡镇（办
事处）66 个行政村的扶贫资产进行
确权。

下一步，岫岩县将进一步加强扶
贫资产管理，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及时确权登记，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按照产权归属建立扶贫资产管理台
账，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扶贫资产保
值增值。

岫岩
为集体扶贫产业资产“上户口”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我
们通过优化调整系统运行，将500桶
废旧润滑油进行回炼，实现挖潜增效
45.6 万元。”10 月 12 日，中国石油辽
阳石化分公司炼油厂西油品车间工
艺工程师王素文对记者说。

废旧润滑油中的组分大部分为
优质油，却一直被当作废旧物资处
理，在经济上造成了一定浪费。

坚持提质增效用实招、下实功、
见实效，辽阳石化分公司创新思路、
大胆尝试，经过研究攻关，组织开展
润滑油回收回炼，进一步深挖装置潜
力，推动提质增效。

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统一收集
各装置的废弃润滑油，装桶运送至
污油罐，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掺入原
油罐中，作为常减压装置的生产原
料，提高了产品收率，增加了装置

的经济效益，实现了废物再回收、
再利用。

自今年 7 月回收回炼工作开展
以来，辽阳石化分公司制订了详细
的工作方案，强化现场接收管理，
规划了现场车辆驶入、启泵接卸、
油品倒罐、按比参炼等生产流程，
实现 100%回收回炼，为顺利回收回
炼润滑油提供了有力的人员组织
和技术措施保障。工作中，干部员
工坚守岗位，克服高温、台风等极
端天气影响，严格落实安全环保措
施，加大攻关力度，优化装置运行，
及时解决各类问题，认真完成每一
项操作，在挖潜增效的同时，实现
了环保生产。

据测算，辽阳石化分公司全年将
回收回炼润滑油 1200 桶，共计 192
吨，实现增效超百万元。

辽阳石化回收回炼废旧润滑油
变废为宝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报道 10
月 12 日，记者走进清原满族自治县
南山城镇苇塘沟村和三道岭村，目之
所及，近百名村民正在田间采收黄
精、北苍术、威灵仙。“我们在这儿打
日工已经半个月了，收入差不多快
2000元了。”苇塘沟村村民张为民面
带喜色地对记者说。

据清原山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梁军介绍，今年，合作社
共种植中药材 30 公顷，加入合作社
的 140 户村民人均收入可实现 2.4
万元。

近年来，清原县按照“一县一业”

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每年投资近千万元用于扶持中药材
产业发展，政府对成规模的药材基地
每亩补贴 300 元，种苗园每亩补贴
500 元，中药材加工每吨干品补贴
1600 元。现在，该县已成为我省最
大的药材生产基地。

目前，清原县种植的中药材已达
0.93万公顷，主要包括龙胆草、玉竹、
辽细辛等 20 多个品种，年均总产量
达20万吨以上。全县拥有中药材生
产专业乡镇8个、专业村118个，发展
中药材基地 126 处，带动农户 3.2 万
户，种植户年人均增收3255元。

中药材让清原种植户
年人均增收3255元

眼下，秋收正忙。开原市委组织
部邀请省、市农业专家对辖区内的
30 名乡土人才进行农业技术培训，
助力农民增收。

为进一步深化人才队伍建设，开
原市将乡土人才培养工程确定为全
市重要的人才发展项目，采取“一对

一”的结对培养模式，将省、市专家与
开原市的乡土人才结对，以两到三年
为周期，领域延伸至工业、农业和服
务业等领域，以培养一批数量充足、
业务专精、领域齐全的高层次乡土人
才，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摄

本报讯 国庆中秋长假后上班的
第一天，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召开机
关全员聘任誓师动员大会，公布新聘任
领导干部任职文件并颁发聘任书，标志
着高新区深化园区改革取得阶段性成
果，实现了“机构挂牌成立、人员配备到
位、工作正常运转”的目标。

为深化改革，打造一流的国际型
高新区，大连高新区对原来实际运行
的20个机关部门精简定编至15个，
对13个承担机关职能的事业单位全
部撤销，精简比例达55%。针对原来
人员身份不一等问题，对工作人员由
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200多个岗

位实行“全员竞聘、能上能下、择优上
岗”。38 岁的吴健原是大连高新区
科技创新局的一名普通科员，在此次
改革中，他彻底放弃自己的事业编身
份，参加竞聘，成为高新区科技创新
局副局长。在成功竞聘的208人中，
有 150 人档案封存，占 72%；有 58 人
放弃事业编身份，占28%。

为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大连高新区推行“绩效考核、以岗定
薪”，建立全新的管委会、部门、岗位
三级绩效考核体系，指标逐层分解，
全面赋值量化，全员KPI绩效考核，
构建职责、业绩与收入挂钩的分配机

制。在工作职责上，将国家火炬中心
考核、省市实绩考核、园区专项考核
以及高新区重点工作任务等考核指
标体系转化为工作职责，分解细化到
每个部门，赋值量化到每个岗位。同
时，薪酬待遇向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科创管理、服务企业等岗位倾斜。在
竞聘资格上，综合考虑园区的长远发
展需要，突出高学历、年轻化、专业
化。预留 30 个岗位，近期将面向国
内外招聘一批高端人才。

此次全员竞聘后，大连高新区的
机关工作人员全部为全日制本科以
上学历，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的占31%，本科学历的占69%，分别提
高7%和11%；处、科级领导干部的平
均年龄分别下降5岁和3岁，其中21
名为80后；110名处、科级领导干部
中，提拔重用57人，占比为52%，其中
15名正处级干部中提拔重用7人，占
比为47%；39名副处级干部中，提拔
重用21人，占比为54%；56名科级干
部中，提拔重用29人，占比为52%。

据悉，机关改革结束后，大连高新
区马上启动事业单位改革，将通过不
拘一格选人用人，打造干部能上能下、
人员能进能出、干事创业激情涌动的
局面。 杨文书 本报记者 杨丽娟

由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 构建责绩酬挂钩分配机制

大连高新区200个岗位实行全员竞聘上岗

专家培训乡土人才助农增收

驻村就得弯下腰肯干活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整理

刘胜伟，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失业保险部副部长，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招束沟镇拉各拉村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咯噔”一下，车卡在沟里，换
挡、打轮、给油，刘胜伟一气呵成，熟
练地把陷在沟里的车倒了出来。他
说：“习惯了，上山都是土道，一下雨
就坑坑洼洼的，车经常陷在里头。”

车刚买不久，就跟着刘胜伟进了
村，几年下来，已经跑了15万多公里。

刚从外地回来，刘胜伟就赶着去
山上的山里红园和樱桃大棚看看，一
边又忙着叮嘱村党支部书记组织村
干部外出考察养鹅项目：“今年有 40
多天一滴雨没下，旱情比较严重，老
百姓的收成减少，这不，我琢磨着搞
点儿养殖，增加村民的收入。”

刘胜伟（左）正在温室查看大樱桃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摄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0
月 12 日，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大连市分会主办的“2020（第二
十二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落
幕。本届展会规模近 2 万平方米，
来自国内外的 400 余家品牌代理
商、经销商及相关生产厂商参展。
3 天的展期，吸引专业观众 2.9 万人
次，展会成交及意向合同金额达
9.6 亿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等“黑科技”闪亮登场，让观
众深度感知智能科技进步的潮流
和脉动。

本届展会是沪连对口合作的一
项重要活动。上海市组织了 540 平
方米展位、25 家在行业内颇具影响

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参展。
大连重工、冰山、瓦轴以及山

崎马扎克、格劳博、博格华纳、大众
发动机等 150 余家大连市行业领军
企业在现场进行了机床装备、轴
承、模具、精密零件、化工材料、环
保产品、光通信器件、3D 打印技术
及装备、纳米材料等最新技术成果
展示。

展会期间召开了“第四届沪连
对口合作高端论坛”“大连国际智
能制造论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教育专场论坛”“3D 打印材料应
用、助力产品快速研发创新”“大连
人工智能共享智慧新生态论坛”等
学术研讨会。

大连工博会成交及意向合同金额
达9.6亿元

为深入贯彻落实 9 月 28 日省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省各
地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以更高标
准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使辽宁成为“办事方便、法治良
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聚

才高地、兴业福地，推动辽宁振兴
发展。

本版今起推出“优化营商环境进
行时”专栏，从多角度深入报道各地
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举措、新经验，敬
请关注。

开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