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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可以推动经济社会
绿色发展。12 月 13 日，记者从省财
政厅了解到，今年，省财政筹措省以
上相关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22.84 亿
元，支持和保障我省建立健全多元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近年来，我省紧密围绕生态文明
建设总体目标，按照政府主导、系统
推进的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
加大对生态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

为加强重点生态区域综合性补

偿，我省设立了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资金，统筹整合中央和省相
关资金9亿元，综合考虑水与水土保
持、碳与碳汇贡献、人与人均财力等
方面评价指标，在进一步优化制度设
计的基础上，大力支持辽东绿色经济
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跨市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生态保护补偿，强化正
向激励，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此外，“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
对持续健全重要生态环境要素补偿
的力度较大。”省财政厅资源环境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工作主要体
现在针对森林、湿地、草原、河流等
领域的保护方面。”在森林领域，省
财政厅统筹整合了中央和省相关资
金共计 6.77 亿元，对全省 3489 万亩
国家级公益林和2040万亩省级公益
林，给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在湿
地领域，筹措的 0.33 亿元资金，用于
对盘锦和丹东两个国际重要湿地开
展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在草原
领域，用于支持全省5个半农半牧县
实施草原保护利用补助奖励政策的

资金达 0.38 亿元。此外还筹措资金
5.95 亿元，在辽河干流、东辽河等重
要河道和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实施了退耕封育补偿。

据了解，接下来，省财政厅还将
与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密切协作，结
合“生态效益外溢性、生态功能重要
性、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
点，不断健全和完善我省的激励约束
措施，调动生态保护地区相关部门的
积极性，进一步夯实和拓宽我省绿色
低碳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广阔空间。

我省健全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今年已筹措资金22.84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省监狱管理
局以“我为基层解难题”活动为载体，
在全省监狱系统统筹部署推进狱务
服务中心建设，打造“一站式”服务新
模式。今年8月底，全省多家省属监
狱建立了狱务服务中心，我省监狱狱

务工作开启了“一门进入、一窗受理、
一站办成”的服务模式。

以往，服刑人员家属或律师到
监狱办理事项，时常面临场所简陋、
流程复杂等问题，群众意见较大。

“我们把建设狱务服务中心平台作
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

不断提升狱务服务质量和水平。狱
务服务中心的建立，切实解决了基
层监狱缺乏为群众办事平台的实际
困难。”省监狱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首次办理现场会见为例，过去
开具亲属关系证明需到监狱狱政科
审查登记，现在只需在办理会见窗
口出示证件，便可“一站式办理”，从

“签到”到“办理审批完成”，前后只
需几分钟。

为进一步规范狱务服务工作，
省监狱管理局统一规范了“一站

式”业务咨询与办理的流程，实行
政策解答、信访接待、狱务公开、业
务咨询、信息登记等服务事项全进
驻，并设置了专门服务区域，配备
配足便民服务设施和工作人员，全
部实行“一个窗口”办理、“一站式”
服务。

截至目前，全省各监狱狱务服务
中心共集中办理各类服务事项7.5万
余件，全部做到日清日结，为办事人
员提供了廉洁、规范、高效、便民的

“一站式”优质服务。

执法有温度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刘放 赵乃林报道
2021年12月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日，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以“铭记历史 吾辈自强”
为主题，举办公祭日悼念活动，社会各界
代表150余人参加了悼念仪式。

上午 10 时，在公祭现场，众人整齐
列队，气氛庄严肃穆。全体人员秉烛悼
念，低首肃立，为死难同胞默哀。学生代
表齐声朗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鼎铭文”。随后，参加公祭日悼念活动
的各界代表缓步列队将手中的蜡烛敬献
在卧碑前，以表哀思。

当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分
馆同步举行公祭活动；沈阳二战盟军战
俘营旧址陈列馆在遗址广场举行国家公
祭日悼念活动，缅怀遇难同胞；沈阳审判
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举行“勿忘国
耻 珍爱和平”——12·13国家公祭日纪
念活动。

当日，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也同步
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
活动。参加活动的社会各界代表聆听了
抗战时期抚顺地区的武装力量“血盟救国
军”和其组建者之一孙铭武的英雄事迹。
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传承革
命精神，不断开拓进取，勇担时代大任。

牢记历史 守望和平

12月13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办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学生代表朗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
铭文”。 本报记者 刘 放 摄

12月6日晚9时，省应急厅134室
灯火通明，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处的6名工作人员正对冬季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战相关方案做最后完善——
忙碌早已成为常态。

前不久，省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督管理处获评全国应急管理系
统先进集体。“我们主要负责全省化
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
和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
工作。”危化处处长车恩才介绍。

作为化工大省，我省危化品生产
企业较多，行业现状对我省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工作总目
标，而重大危险源是监管的重中之
重。”车恩才说，“去年10月底，我们应
用信息化手段对全省重大危险源实
现了在线监测预警，每天都有专人值
守并发布预警日报。”说着，他从手机
调出当日报告，各市重大危险源企业
的运行指标一目了然。

“去年8月，我们开展了化工园区
和危化品企业安全与环保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第一阶段取得了6项标志性成
果。今年年初我们又开展了‘小化工’
企业专项整治，实现了全省1275家‘一
企一策’分类处置，极大地降低了安全
风险。”回忆整治之路，车恩才感叹，“我
们对全省‘小化工’企业全面起底，做到
心中有数心里有底。”

近年来，我省化工和危化品事故
起数不断下降，2021年比去年同期下

降33%，全省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而在与危化
品的斗争中，危化处也创新了诸多工
作模式，组建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协
调联动的排查整治小组，开展定期调
度考核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份荣誉是对全省危化安全监管
人员努力的肯定。”车恩才表示，接下
来，危化处将前移防控关口，扩大整治
范围，推动企业深入排查安全风险，全
面治理事故隐患，筑牢我省防“危”墙。

筑起一道防“危”墙
——记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体省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

本报记者 刘 璐

代表档案 刘永娟，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英
额门镇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1999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先后获得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今年当选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代表。

家庭住址、生产生活条件、年度收入情况、帮扶
措施和帮扶年度……无数张标有脱贫户基本信息的

“建档立卡明白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刘永娟的办
公桌上。12 月 1 日，刘永娟正在仔细核对建档立卡
脱贫户信息，确保不漏查一户。抱着刚刚整理好的
档案，刘永娟笑言，这“明白卡”上的每个数字和“小
对钩”不只是他们扶贫工作者的成绩，更是每个脱
贫家庭的“幸福见证”。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户返贫是现在的头
等大事，帮助脱贫户牢牢守住‘稳稳的幸福’，才能真正
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奔头儿。”刘永娟说。从防返贫工
作开始，她就坚持集中排查和日常动态监测相结合的
原则，深入走访调研“摸清家底儿”，对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动态管理，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监测排查工作，全镇
13个村设立107个组级网格员，明确监测责任人，做到
随时发现、随时上报；建立“一户一策”具体帮扶措施的
巩固帮扶台账，提高帮扶成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脱贫
户全部实施“分红”政策，对个别突发困难的脱贫户制
定专门的解决办法。

去年，英额门镇大石头沟村贫困户廖玉忠，通过危
房改造、低保补助等帮扶政策顺利脱贫。今年7月，外
出打工的廖玉忠突然患病，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存在极大的返贫风险。

在了解廖玉忠的情况后，刘永娟立即开展帮扶工
作，不仅为他争取到近4000元的“资金分红”，还协调
相关部门为他雇用专门的护理人员，照顾他的饮食起
居，帮助廖玉忠渡过难关。

像廖玉忠一样存在返贫风险的脱贫户，都会根据
困难程度享受相应的“分红”福利。“镇上争取来的相关
资金，注入当地一些产业项目中，进而产生资金收益。”
刘永娟说，再将这些收益用来帮助镇上没有劳动能力
的困难家庭。

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避免政策养“懒汉”，助力
乡村振兴，刘永娟率先提出设立村级公益岗位，让建
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通过参与公益岗位活动获取
收益。“一般都是清扫自家区域的路面垃圾、收拾屋
内卫生的活儿。”刘永娟说，设置岗位让脱贫户劳有
所得，他们都非常高兴。

今年以来，英额门镇重点监测边缘户92户、突发
严重困难户4户，建立89户具体帮扶措施的巩固帮扶
台账，投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自主发展“五小”产业项
目资金13万余元。截至目前，全镇没有出现一例脱贫
户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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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近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0 年全国
海水利用报告》，截至 2020 年年
底，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 135
个，工程规模 1651083 吨/日；年海
水冷却用水量 1698.14 亿吨。其
中，辽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114811 吨/日，年海水冷却用水量
达到 139.14 亿吨。辽宁海水淡化
工程规模占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
模的6.95%。

我省海水淡化应用较早，在
上世纪末，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
即建设启用了规模 1000 吨/日的
海水淡化工程，以满足岛上居民
生活生产用水。海水淡化还广泛

应用于工业生产，华能大连电厂、
大连石化、大连化工大孤山热电
厂、鞍钢鲅鱼圈钢铁新区均建设
了海水淡化工程，以满足本单位
生产生活用水需要。

除海水淡化外，另一种海水
应用则是工业上的海水冷却用
水，数量较大。国内 11 个沿海省
市均有海水冷却工程分布，去年，
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百亿
吨，其中辽宁海水冷却用水量达
139.14 亿吨。目前，国内海水直流
冷却技术成熟，沿海核电、火电、
钢铁、石化等行业是海水冷却用
水大户。

全省海水淡化工程
日处理规模超11万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日
前，我省印发《辽宁省传统医学师承
学习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传统医
学师承学习管理。

我省明确，师承人员应具有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
力，且为本省户籍或长期居住本
省、热爱中医药事业、尊师重教、
能够确保持续跟师学习的人员。
师承人员的指导老师应具有中医
类别执业医师资格，从事中医临床
工作 15 年以上，或者具有中医副
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
技术专长，且同时带教不超过 4 名
师承人员。师承人员与指导老师
签订《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
并在县（区）级以上公证机关公
证。师承学习以跟师学习为主，可
采取跟师学习和自学研修相结合
方式。除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进行
理论学习外，每周跟师临床学习时
间不少于 12 学时，每年累计跟师
学习时间不少于 500 学时。师承
人员按照学习计划学习，原则上不
得中断学习。

我省规范传统医学
师承学习管理

（上接第一版）
树导向——
坚持以干成事论英雄、以解决问

题论能力、以高质量发展项目和高水
平制度创新成果论业绩，发挥考核

“风向标”“指挥棒”作用，以正确选人
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激励干
部奋发作为。

抓落实——
着力提升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战略要求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具体行
动的能力，提升运用外部资源和社会
资本发展壮大辽宁的强烈意愿和能
力水平。

赞成什么，大张旗鼓。
把敢于斗争、善于担当、创新实

干者用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担当、创
新实干就会蔚然成风。

越来越多善改革、能创新、有作
为的干部英才在各地各行各业大放
光彩。各级党组织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要求，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齐头
并进，最大程度激发和保护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

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制度性创新
成果评价奖励，并与干部选拔使用挂
钩，通过评价奖励的“一块探路石”，激

活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池春水”。
省委树立强基导向，把抓基础打

基础作为推动振兴发展的长远之计、
固本之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
基层倾斜，“加减乘除一起做”，为基层
减负，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反对什么，旗帜鲜明。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

乎，只表态、不落实，弄虚作假、敷衍
塞责、推诿扯皮等行为和问题坚决查
处；对违法乱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损害群众利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等行为和问题，寸步不让。

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严惩腐败
不放松，用纪律建设深化，靠强化制度
巩固，持续深入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三不”一体机制建设，激浊扬
清、标本兼治，让党的肌体更加纯洁健
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遵守铁一般的
纪律，为振兴发展注入磅礴力量。

正气扬
“快点，再快点！”
今年，沈抚示范区投资促进局主

动上门，为企业送服务、想办法，推进
60多个项目相继落地，为“数字辽宁、

智造强省”建设作出示范。
“你不靠前，别人就上前；你不奔

跑，别人就领跑。”沈抚示范区投资促
进局项目服务科科长舒龙说，能不能
在竞争中占得先机，靠的绝不是一时
的优惠政策，而是长久的发展环境，
说到底就是干部的作风。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在大连，半天完成企业注册！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创造的极简审批，让
企业感受到极大便利。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
开放形象”。全省各地聚焦营商环
境，大胆改革、拿出办法，坚决整治顽
瘴痼疾。基层服务窗口的党员干部
带头转变作风，改的不只是“推诿扯
皮、吃拿卡要”等“恶习”，变的不只是

“门难进、脸难看”的“形象”，而是在
更大程度上实现“事好办、高效办、主
动办、一次办”的营商环境。

小步并大步，慢跑变快跑。一个又
一个生动局面在辽沈大地喷薄而出。

3万余名党员干部先后四批次奔赴
840个乡镇和1.16万个乡村一线，与当地
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结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争作

贡献促振兴”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
把“党群一张网”作为有力平台，听民
声、汇民意、察民情、解民忧，线上线下
共受理群众各类问题诉求359.3万余
件，办结352.1万余件，有效破解“踢皮
球、打太极、事难办”等问题。

让作风实一点，再实一点。因一
名犯罪嫌疑人还没落网，急得本溪市
公安局刑侦局副局长任克非连续几
宿没睡好觉。“一定把案件办得圆满，
保护人民群众安全。”

每名党员干部的作风就是党的
形象，就是辽宁的形象。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能让我
们把信心展示出来，把腰杆挺起来，
把微笑露出来，展示昂扬向上的精神
面貌。”一位领导干部感慨，“这就是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狠抓作风建设带来的变化。”

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争先再远航。
踏上新征程，我们将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清晰的目标、缜密的布局、有
力的举措，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驰而不息改进工作作风，一路披荆斩
棘，一路奋勇向前，辽沈大地必将出
现振兴发展的生动画面和宏大场景。

征程万里“风”正劲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12
月11日，赴京参加中国文联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辽宁代表团，在沈
阳举行行前座谈会。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刘慧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国第十一次文代
会和第十次作代会，是在“两个一百
年”历史交汇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要牢
记“国之大者”，切实增强荣誉感、使
命感、责任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义
务；要吃透会议精神实质，加强研讨

交流，积极展示辽宁文艺大省形象；
要严格遵守大会纪律，确保大会圆
满顺利。

参会代表纷纷表示，将认真履
职尽责，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代表
辽宁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积极
建言献策，与兄弟省市代表团多沟
通、多交流，把好做法好经验学回
来，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讲好辽宁
故事，充分彰显新时代辽宁文艺工
作者的风采和担当。

据悉，辽宁代表团共有代表69
名，其中文代会代表 39 名，作代会
代表30名。

辽宁代表团赴京
参加全国文代会作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