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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以雷霆之势严厉打
击涉海渔业违法犯罪行为，确保
海上生产作业秩序持续安全稳
定。近日，丹东市开展为期百天
的打击涉海涉渔违法犯罪“雷霆
行动”，全市各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对涉海涉渔违法犯罪行为重
拳出击。

截至目前，共查扣各类违规船
只193艘，拆解“三无”船只105艘，
销毁“三无”冲锋舟、橡皮艇87艘，
抓获犯罪嫌疑人90人。

丹东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上级指示精神，从 10 月 22
日起至明年 1 月底，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 2021 海上“雷霆行动”，
组成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分管市领导为副组长，
市边海防委办公室、市公安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 13 个参战单位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制定了《丹
东市打击涉海涉渔违法犯罪“雷
霆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
了责任，明确了任务。

他们以“打掉一批‘三无’船
只、侦破和查处一批涉渔违法犯
罪案件、依法追究一批海上安全
事故中涉及的渎职失职责任、打
掉一批利益链条和‘保护伞’”作
为此次行动总目标，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量，全力开展“雷霆
行动”，形成了多部门和“海陆坞
港”全域联管联动的工作格局。

农业农村局、海事局、海洋

渔业局等单位采取“北斗+雷达”
相结合的科技手段，以“管住船、
控好港、盯住人”为工作重点；市
公安局、海警局、边境管理支队
等单位以打击海上违法犯罪为
重点开展专项行动……连日来，
13 个参战单位共抽调 1200 余人，
常态化、全天候联合巡航、联合
执法、联合打击，以雷霆之势、雷
霆之速、雷霆之力，展开了丹东
市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
打击涉海涉渔违法犯罪行动，短
短半个多月时间，就已取得累累
战果，有效保障了海上生产作业
安全。

刘万军 崔 瑞
本报记者 蔡晓华

对涉海涉渔违法犯罪行为重拳出击

丹东开展“雷霆行动”保海上生产作业安全

“我们办实事要在推动解决
群众身边各类‘急难愁盼’问题上
见真章、求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决不
能搞形式主义，把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本来就要做的常规工作纳
入实事项目，或者简单地把送钱
送物当作一件实事。”在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调度
会上，丹东市领导反复强调什么
样的事情可以纳入实事项目，什
么样的事情坚决不能纳入进来。

结合地区实际，丹东市聚焦
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基本民生需
求、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
全国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办实事。

年初以来，丹东各地区、各
单位党组织累计谋划储备“十四
五”时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190 个。市
工信局持续推进华洋纺织二级节
点建设，以华洋纺织、华为丹东公
司、丹东市纺织服装协会、环思公
司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开展华洋
纺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建设，打造强大的工贸一体工
业互联网平台。市农业农村局坚

持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务工就业
动态管理，截至目前，已脱贫劳动
力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务工就业人
数11769人，是去年的121%，安排
脱贫人口从事各类公益岗位 808
个。市人社局、市营商局等单位
创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一网通办”实办率达到69%。市
营商局推进便民服务“掌上办”工
作，目前，已上线政务服务事项
110 项。市委组织部推进“街道
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大支部、
商圈大联盟”城市组织体系建设，
把服务凝聚群众的触角延伸到了
小区楼栋和商户门口。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眼下
全市老百姓最关注的大事，我们组
织了65个机关单位、2168名机关干
部利用休息时间开展志愿服务助
力创城。”丹东市直机关工委组织
部部长于继彦介绍。

8月以来，丹东市主城区的大
街小巷里到处都能看到头戴小红
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身影。
他们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耐
心劝导行人走斑马线、引导市民
文明骑车、宣传交通法规和安全
知识，搀扶行动不便的行人过马
路等，树立了机关党员干部的良
好形象。

聚焦“急难愁盼”办实事求实效

本报讯 宽甸满族自治县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明显、后劲充
沛的壮大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宽甸路径”，实现产权
制度改革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绽放活力。

自 2018 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启动以来，
宽甸县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推动产权制度改
革见实效。截至2020年末，全县179个行政村产权制
度改革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在突出产业特色上下功夫，在推进产业融合
上出实招，宽甸县坚持规划引领，将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和建设辽东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县、鸭绿江畔
特色产业廊带等规划有机融合，以乡镇为单位因地
制宜确定主导产业，进行全产业链闭环规划，推行

“1个主导产业+多个特色产业”的“1+N”产业发展
模式，实行“乡镇标准化生产基地+专业化交易市
场+规模化龙头企业”的运转方式，通过吸引企业
聚集、政策帮扶、优质环境塑造等措施，兴建农业
产业化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大项目，推动旅游业、食用菌业等优势特色产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打造村集体经济示范区。目前，已
建成古楼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百亩以上
村集体经济示范区4个，以青椅山镇盆栽蓝莓等为代
表的集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农旅结合新业态正在
逐步走向成熟。结合发展“飞地经济”，实行镇域内各
村飞地集中建设农业产业示范区模式，今年统筹投入
乡村振兴与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700万元，石湖沟村
28栋温室暖棚建成后，可实现增收56万元。

与此同时，宽甸县整合农业农村、交通、水利、住
建、林草等部门资源，加大资金、项目和政策支持力度，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投
入村集体经济，进行合理布局、集中投入、重点突破。
截至2020年末，全县共投入资金2.42亿元用于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施红松林发包项目15个，发展一二
三产业融合项目7个，建设蓝莓、草莓、蔬菜、食用菌等
暖棚711栋，建设陆地蓝莓、中药材等基地30个，发展
养殖类项目10个，建设光伏发电项目50项。

张成福 本报记者 蔡晓华

宽甸县投入2.42亿元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强企固链”，推动
“老字号”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链补链”，深度开发
“原字号”产业链；“创链建链”，培育壮大“新字号”新
兴产业。年初以来，丹东市振兴区把招商引资作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走出去、请进来”，产
业链招商工作迸发活力。截至目前，全区共对接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47家，达成意向签约项目5个，实际
落地项目2个，预计投资总额9.3亿元。

今年以来，振兴区依托本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
业，梳理出5条重点产业链条，瞄准珠三角、长三角、
京津冀等区域开展产业链专题招商引资活动。区主
要领导带队，先后赴上海、深圳、广州、青岛等地开展招
商引资、经贸交流、项目签约和实地考察等活动。

为提高招商的精准度和成功率，振兴区认真梳
理上下游33家重点纳税供应商的基本情况，结合产
业发展方向、区位优势、上下游企业规模等要素，绘
制产业链招商图谱，并采取主动出击，登门招商，提
高成功率。今年 10月，振兴区参加“辽宁—珠三角
招商引资促进周”活动，并举办产业链招商推介会，
与珠三角地区的 18 家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深入商
谈和项目对接。

振兴区对主导产业链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找
准建链的龙头企业、补链的关键环节、强链的核心
要素，在精密制造、电子信息、康养医疗、现代服务
业等产业确定目标企业，建立“产业链招商工作机
制”，引进无污染、就业带动好、成长性强、产业链
长、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打造现代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先后与国测集团、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对接，洽谈项目30个。

为了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振兴区成立项目
专班，实行“一个重点项目、一名区级领导牵头、一个
专班服务、一套方案实施、一抓到底”“五个一”工作
机制，竭力协调解决推动项目落地遇到的难点、堵点
问题。目前，全区谋划储备重点项目 36个，计划总
投资 453 亿元；截至三季度，已实现 23 个 5000 万元
以上重点项目开复工，其中新开工项目8个，复工项
目15个，总投资135亿元；在建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26亿元，同比增长22.5%。

振兴区实施产业链招商
引来9.3亿元投资

年初以来，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中，丹东市大力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
岗位实际解难题、办实事、促振兴，取得了积极成效。

目前，全市共确立实事52664件，办结45737件，办结率86.8%。市级层面38项实事项目，已完成24项，占
总数的63.1%；其余14项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预计年底前可全部完成。一大批货真价实的实事举措已经落地，受

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扬，为更高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助力。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今年以来，丹东市
总工会主动围绕工作大局，密切关注农民工、下岗
失业人员、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动
向，深耕细作，多措并举，构建丹东市就业创业新
发展格局。

从单点发力到形成合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丹东市总工会与丹东市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商业联合会、妇联共同举办“下岗职工再就业专
场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月暨招聘会进夜市”活
动，为 1700 余名下岗职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脱贫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搭
建就业平台。

鼓励创业创新，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丹
东市总工会将扶持职工创业创新作为促进就业的
重要举措，积极支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职工
通过创业实现就业，推荐省、市级劳模（职工）创新
工作室14个，择优选派2项优秀职工创业创新成果
参加2021年省创业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深化工会品牌行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以企
业用工需求为导向，丹东市总工会把促进就业服务
和企业“用工难”问题结合起来，积极开展“技能培训
促就业”“就业创业服务月”“春风行动”等形式多样
的就业服务活动。年初至今，举办民营企业、科技型
企业等专场招聘会14场，发布招聘专栏111期，累计
服务企业超过3000家次，提供就业信息15823条，达
成就业意向211人。

丹东市总工会
多举措扶持就业创业

心系群众谋福祉 靶向发力求实效
——丹东市扎实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包司南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我们村集体经济比较薄
弱，年收入不足5万元，村里的大
事小情，只要一提到钱，村‘两委’
班子就不敢吱声。有了这些香菇
棚子，今后我们的腰杆儿就硬实
了！”凤城市边门镇口子里村党支
部书记王基良告诉记者，今年，口
子里村争取到市里100万元扶持
资金，用于发展香菇产业项目。

这是丹东市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
实践活动，深入民心了解民情，为
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针对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带富
能力、服务群众能力不足的问
题，丹东把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纳入市级层面实事项目，
投入4200万元扶持资金，帮助42
个村落实产业项目。

在实践活动中，丹东市坚持
市委、市政府和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各级党组织带头确立实事
项目。市委、市政府围绕服务

“一老一小”、救助帮扶生活困难
群众、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
带头确立 38 件实事，并印发《“我
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
实践活动市级层面实事项目清
单》，接受全市党员群众监督。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结合分管领域
带头确立实事1332件，其中，市级
领导确定办实事项目71件，县处
级领导干部确定1261件。各级党
组织通过“党群一张网”入户摸
排、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形式广
泛收集民情民意，带头确立实事
5901件。

市县两级成立 67 个巡回指
导组，对照《党组织重点项目清
单》《领导干部重点项目清单》《党
员办实事清单》和《领导干部对
接困难群众台账》，采取现场勘
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对办实事情
况进行督查指导，层层压实责
任，确保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深入了解民情 列清单明责任

“桥和路都修好了，解决了
俺村村民出行的大问题。”望着刚
修好的水泥路和新桥，宽甸满族
自治县下露河乡川沟村村民赵永
生高兴地说。

今年雨季时，川沟村的一座
主要桥梁被水冲毁，村路也破损
严重，村民们要想出村，就只能蹚
着齐腰深的河水过去，很不方
便。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将这一情
况记录在“民心日记”里，并向上
级反映，争取到维修资金，解决了
这个问题。

年初以来，丹东推出了一批
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

在原有 668 个村民评理说
事点基础上，建立 190 个居民评
理说事点，实现了全市行政村
和社区全覆盖，为群众搭建更
加方便、快捷的说事、议事、调事
平台。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贯
通花园东路，提升改造仁忠街、滨

江东路、金山大街等主要路网；完
成11条道路提升改造，对青年大
街、振八街等 7 条道路进行排水
防涝改造，对东泰路、沙河镇街等
21 条老旧小区红线外道路进行
改造。实施了一批直接造福于民
的项目工程。

聚焦着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和全国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办
实事。在机场、火车站、政务大
厅、医院、景区景点、商场超市等
公共场所，建设完善无障碍卫生
间 21 处、轮椅通道 32 处，建成并
投入使用母婴室19处，施划无障
碍停车位21处。

推行“党群一张网、服务叫得
响”工作，整合 135 类服务功能，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共受
理群众诉求37281件，办结35715
件。取消市域内转诊，截至目前，
全市参保人在外地门诊直接结算
3.7 万人次，结算金额 339 万元，
外地参保人在丹东市门诊直接结

算 3.9 万人次，结算金额 445 万
元，作为就医地，丹东市开通异地
门诊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覆盖
率为100%。

扎实推进“一事一议”村内道
路建设，截至目前，完成村内道路
443公里建设任务。解决了一批
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

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征集
群众最关注的 20 种食品，组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体记者
参 与 现 场 抽 检 ，共 抽 检 210 批
次，并将抽检结果在媒体上进行
公示。

开展“野广告”清理工作，全
面排查梳理各类野广告线索来
源，及时查处非法张贴、喷涂、书
写办理假证等野广告的违法犯罪
行为，累计查处喷涂、张贴野广告
嫌疑人 1713 人，清理“野广告”
14684张。

出台一批有利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政策措施。创新构建防止
返贫长效机制，在东港市、凤城
市、宽甸县推行“防贫保”项目，3
个县（市）分别与保险公司签订协
议，投入财政资金 534 万元，对
5.3 万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
口因病、因灾、因意外等原因造成
个人财产（房屋等）、医疗费用、意
外伤害等相关事项进行精准扶
持。截至目前，已理赔618人次、
98.9万元。

丹东市建立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的长效机制，实时收集群
众关切的突出问题，将之纳入实
事项目，持续推动解决。记者了
解到，自“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
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丹东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 51395 件，
取得了显著成效。

推出惠民实招 解民忧暖民心

城市内河五道河护坡修复施工现场。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蔡晓华摄

东港市人民法院设立法官约见窗口，畅通沟通渠道。

丹东市振兴区金崮村“第一书记”帮助草莓种植户平整苗床。

丹东海警局执法队登船检查捕鱼船舶。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丹东时讯SHIX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