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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今
年，我省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医
疗、药品“神医”“神药”广告乱象，
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安心、舒心
的广告市场环境。这是3月11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的。

本次行动将依托专业监测机构
对省内传统媒体、互联网、户外广告
媒介发布的医疗、医疗美容、药品、

保健食品广告进行专项监测，发现
违法线索，及时核查处置。加强违
法线索分析研判，严厉打击假扮医
生、专家、教授，以介绍健康、养生知
识等形式变相营销医疗、药品、保健
食品等“神医”“神药”广告，严肃查
处捏造事实、混淆概念、制造噱头、
夸大效果以及保健食品宣称疾病治
疗功效等各类“神药”广告。

我省开展“神医”“神药”
虚假违法广告专项监管行动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3
月11日，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
发布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
（CPI），调查数据显示，2月份,我省
CPI 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
落0.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2个百分点，列全国第19位，从环
比看，CPI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

落0.1个百分点。
当日，辽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同比上涨12.9%，涨幅较上月回
落 0.7 个 百 分 点 ；环 比 上 涨
1.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
涨15.9%，涨幅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
点；环比上涨1.4%，涨幅较上月扩大
1.0个百分点。

2月份CPI涨幅
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日
前，中国气象局沈阳大气环境研究
所发布的我省2021年冬季（2021年
12月至2022年2月）酸雨和大气降
尘监测评估报告显示，全省37个气
象酸雨监测站共出现6站次酸性降

水，酸雨频率为5.56%。全省大气降
尘总量为332万吨，比2020年冬季
减少130.2万吨，减幅高达28.17%。
冬季是空气污染的高发季节，这一
数值间接表明我省冬季空气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

全省冬季大气降尘
同比减少130万吨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为全面提高财政工作质量和水平，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行动方案，在
全省财政系统中开展“精算、精管、
精准、精细”专项行动，提升积极的
财政政策效能。

专项行动主要任务包括突出党
建引领、完善政策体系、深化财政改
革、提高管理效能四方面。据介绍，
通过推进专项行动，我省财政系统
将从实际出发，树立精益思想和治
理理念，将“精算、精管、精准、精细”
要求贯穿到财政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推进支
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数字财政建

设，深化政府采购改革，加强预算编
制管理，提高财政收入质量等。

按照“四精”要求，省财政厅加大
资金统筹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等，科学编制2022年预算，支持耕地
质量提升工程、数字辽宁工程等15
个重大工程实施，支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支持深入实施结构调整“三
篇大文章”。同时，会同省直相关部
门提早细化项目储备，提高储备项
目质量和成熟度，在省人代会批准
省本级预算后，第一时间将项目预
算批复到省直各部门、有关市县，以
及项目实施单位。经统计，2022年
省本级年初预算，批复总规模比
2021年增加158亿元，增长5.7%。

财政系统开展“四精”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3
月11日，记者从沈阳市召开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3
月10日零时至24时，沈阳市新增4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 1
例系3月9日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
转归，3 例系密切接触者在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期间例行核酸检测阳
性，经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沈阳严格重点人员追踪排查，
有效实施管控。截至 3 月 10 日 24
时，经过流调和排查，沈阳共排查
出各类密切接触者1435人，全部落
实隔离措施。其中，密切接触者
344人，次级密切接触者1091人，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及感染者的行动轨
迹，沈阳累计划定疫点 75 个，已完
成74个疫点的终末消毒，累计完成
终末消毒面积达32356平方米。

3月10日，沈阳市沈河区、大东
区启动了区域第二轮扩面核酸检
测。除沈河区、大东区外，其他县
（市）区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组织开
展了部分重点行业从业人员核酸
检测工作。截至 3 月 11 日 8 时，累
计检测96.19万人，结果均为阴性。
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沈阳市防
指决定3月11日在第二轮扩面核酸
检测的基础上，启动第三轮区域扩
面核酸检测。

沈阳启动第三轮区域扩面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3
月11日，省卫生健康委通报，3月10
日零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4例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例由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为沈阳
市报告；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为大连市报告。治愈出院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治愈出院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截至3月10日24时，全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1044例（含境外输入
187 例），治愈出院 900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142例（本土133例、境
外输入9例）。目前，全省还有63例
（本土7例、境外输入56例）无症状
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治疗。

3月10日我省新增4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依
托重点企业和楼宇物业，形成区域
楼宇党建工作精准覆盖、社区民
生问题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研
究解决、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睦
邻亲邻服务……立足城市转型、产
业转型、社会转型的实际，沈阳市
深入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理
念，打好“组织融合、建强队伍、改
革创新”组合拳，探索走出一条具
有沈阳特色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现代化新路径。

为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
体系有机融合，沈阳市着力激发

“社区党组 织 — 网 格 党 支 部 — 楼
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
活力，调整优化 6200 余个网格党支
部，组建 1.2 万余个楼院党小组、1.8
万余名党员中心户、4400 余支党员
志愿服务队伍，切实将广大党员和
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夯实

“近邻胜远亲、邻里一家亲”的治理
基础。

在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
中，沈阳市用“加减乘除”聚贤人、强
队伍。正向激励做“加法”，将社区
工作者待遇划分为 3 级 12 档，薪酬
待遇连续 7 年提高；简政放权做“减

法”，将城市社区出具证明事项由20
项减至 3 项，考核评比事项由 10 项
减至 1 项；协同整合做“乘法”，发挥
党员志愿服务队力量，特别是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组织 2.9 万余名党员志
愿者积极投身3745个开放式小区的
群防群控，激发全市59.3万名党员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基层治理做

“除法”，将居民信息逐层装入网格、
楼宇、单元、户，基于电子地图绘制

“装户图”，便于社区工作者及时收集
解决各类诉求。

注重在改革创新中集聚优势，
增强基层治理合力。沈阳市大力推

进“党群一张网、服务叫得响”，打造
“全市通办”服务管理平台，累计办
理服务事项 120.3 万件次，办理时限
平均压缩75%。市、区、街道、社区四
级党建联席会议累计召开 1500 余
次、解决突出问题 2300 余个。开展

“共联共享共建共促”活动，全市1860
个机关党支部与社区党组织精准对
接，创新“党建e服务”平台，推出125
个功能型服务组织，通过网上预约接
单的模式，精准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效
能。建成2600余个标准化评理说事
点，2021 年以来化解矛盾纠纷 9600
余件。

沈阳市深入践行“两邻”理念

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同是樱桃树，冷棚里花团锦簇，
暖棚内果实累累。

这番景象出现在鞍山市铁东区
谢房身村的玉皇山蔬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眼下，这里的设施樱桃花果满
枝，煞是喜人。

“这花留多了，得稀，不然坐果也
长不好。”惊蛰时节，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周晏起走进冷棚，查看樱桃长
势，他建议管理员合理稀花。跟周晏
起同行的还有研究员刘秀春和副研究
员陈丽楠，作为特色果树科技特派团

的专家，他们一大早从营口市鲅鱼圈
区赶来，进行果树修剪和技术指导。

果树春季修剪至关重要，决定着
秋季收获。从1月开始，全省果树科
技特派团的专家就各地奔波，抢抓农
时指导春剪。

从冷棚出来，专家跟合作社创
办人谢晓华一起走进暖棚。这里，
时间仿佛按了“快进键”，树枝上果
实累累。“现在正是着色期，再有些
天就进入采收期了，这时候要注意
防果裂，及时补充钙和微量元素。”

土肥专家刘秀春叮嘱别忘了喷施叶
面肥。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
开。“这树看着粗壮，枝繁叶茂，但侍
弄不好说死就死。”刘秀春告诉记者，
樱桃树根系小，扎根浅，很容易导致
养分不足，“我们用木耳菌棒、生物菌
剂等改良土壤，配方施肥，使用钼、
硼、锌等微量元素提高樱桃糖度和品
质，并筛选符合绿色果品标准的农药
和肥料，保证了樱桃口感。”

“设施樱桃有 7 个大棚，1000 多
棵树，基本上做到了当年定植当年见
果。”望着满枝果实，谢晓华满面笑
容，“咱这樱桃特别好吃，一斤至少能
卖到80元。”

玉皇山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于 2017 年，有社员 128 户，基本上
都是当地村民。合作社有果树面积
800 亩，主要生产南果梨，但因树龄
偏大，加之管理跟不上，导致南果梨
品质差，经济效益低。过去 3 年，在
谢晓华的带领下，合作社与省果树
所联合开展项目，主要进行绿色果
蔬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在“找回
南果梨老口味”的同时，引进设施樱
桃、荷兰香杏、阳光玫瑰葡萄等经济
树种。

山坡上，合作社15亩荷兰香杏整
齐列队，刚剪下的枝条铺了一地。“早
上3点起来，带着探照灯干活。”社员
张延宝说，“习惯了。”

田间地头送“技”忙
本报记者 孔爱群

本报讯 记者孙大卫报道 工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擎，今
年以来，我省围绕“稳工业增长”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项目建设稳
步推进，各项指标持续升高。3月11
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
今年1月至2月，521户重点监测企业
预计实现产值同比增长 11.4%，其中

船舶行业在手的订单有较大提升，机
床行业逐步复苏，高端装备中的 IC
装备、机器人、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
等领域也处于增长态势。

据介绍，目前全省拥有工业和信息
化项目3153项，其中续建项目2236项，
新开工项目699项，储备项目218项。

从数字转型看，目前我省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
及率两项关键指标分别达到 55.2%、
73.8%。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已上线运
行 17 个、在建 6 个，数量居全国第六
位。重点培育的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达到33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
感知平台覆盖企业超过3000户。推进
204个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企

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1.2%。
接下来，我省工业战线将进一步

落实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工作
任务，绘制工作推进“鱼骨图”，倒排
工期，定期调度，逐项落实。狠抓项
目建设，特别是围绕加快推进100个
高质量项目建设，下苦功、使足劲，确
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我省围绕“稳工业增长”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重点监测企业前两个月预计实现产值同比增长11.4%

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建立
预警及时、措施精准、响应高效的生
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不断提升生
猪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确保全
省猪肉自给率保持在100%以上……
3 月 11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我省计划用5年至10年时间，基
本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生猪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推动产业竞争力
大幅提升，疫病防控能力明显增强，
政策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市场周期性
波动得到有效缓解，猪肉供应安全保
障能力持续增强。

发展生猪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群
众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

期，省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

《辽宁省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明
确要建立稳定生猪生产的长效性支持
政策，持续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

我省明确，在“十四五”期间，全省
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要稳定在130万
头以上，最低保有量不低于117万头，
全省规模猪场保持在4600个。我省
要求，各地要保持规模猪场（户）数量
总体稳定，同时建立生猪产能调控机
制，科学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当能繁
母猪存栏量明显高于正常保有量时，
加强压减产能引导，加快淘汰低产能
繁母猪，促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回归正
常区间。当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低于

正常存栏量时，采取补贴、信贷、贴息
等政策措施，遏制产能下滑势头，恢复
和增加能繁母猪饲养。

与此同时，我省明确要分级建立
产能调控基地，对年设计出栏1万头
以上的规模猪场（能繁母猪存栏500
头以上）及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按
照“猪场自愿加入，每月能够及时准
确报送存栏、出栏等生产信息并配合
开展产能调控”的原则，建立国家级
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同时，省农业农
村厅今年将强化监测数据采集、分
析、形势会商和信息发布，及时发布
生猪生产和价格监测信息，及时、准
确掌握生产和供应情况，并视情况启
动相应政策措施，确保生猪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

我省将分级建立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建立长效性支持政策，确保自给率保持在100%以上

近年来，我省持续通过发展产业帮助脱贫人口增加收入，2021年全省共实施产
业帮扶项目2020个。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今年我省继续加大产业扶贫
力度，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图为记者近日拍摄的辽阳市辽阳县壮大畜牧养殖
专业合作社内工人在查看鹌鹑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 青 摄

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

★ 为确保我省石油化工
领域计量标准量值统一、准确
可靠，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开展
石化行业石油密度计、气相色
谱仪的计量比对工作，结果显
示，21家参与比对的单位均符
合规定要求。石油密度计计量
比对项目参比实验室共计8家
单位，气相色谱仪计量比对项
目 参 比 实 验 室 共 计 13 家 单
位。通过本次石油密度计比
对，可提高石化企业成品油贸
易由质量结算换算成体积结算
的准确性，消除因结算方式不
同带来的经济损失，助力石化
企业提质增效。 赵 铭

★ 省市场监管局深入推
进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
行动，树立食品经营单位诚信经
营、守法经营意识，充分发挥食
品安全放心单位引领带头作用，
全省去年共创建食品质量安全
放心单位327家。经过考核验
收，全省共创建放心肉菜超市34
家、餐饮质量安全放心街（区）13
个、餐饮质量安全放心店（食堂）
280家。本次创建工作侧重向
县区基层延伸，持续在重点业态
开展。 赵 铭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3
月12日是我国第44个植树节。日
前，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在全省大中
小学开展“千校万树”校园绿化活
动，建设绿色校园。

通知要求各学校要统筹设计、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校园绿化空
间。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承载能
力，根据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植被生
长发育规律、教育教学和生活生态
需要，合理选择绿化树种，开展植树
造林。结合各学段特点，通过主题
讲座、课程讲授、劳动实践等方式，
普及树木养护知识，提高成活率，强
化管理养护，持续巩固绿化成果。
将校园绿化活动与劳动教育相结
合，培养学生劳动能力和生态文明
理念，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强化师生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活动要求节俭
务实开展校园绿化，严禁脱离实际、
铺张浪费、片面追求景观化。

我省开展大中小学
校园绿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3
月11日，记者从全省教育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上获
悉，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形势，我省要
求各地各学校进一步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教育部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压实责任，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确保校园
安全和师生身体健康。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严把疫情防控校门关。
持续加强校园管理，寄宿制中小学和
高校要继续实施校园出入审批制度，
严防未经批准人员进入校园。严格
执行教职员工离开学校所在城市参

加会议和活动审批制度，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输入校园风险。严格快递包
裹防疫管理，在校门外设置快递物品
中转站，对快递物品进行消杀后，转
到校内网点进行第二次消杀。

做好校园内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各学校要加强学生及教职员工
健康监测，加强师生员工行为和行
踪管理。严格控制举办聚集性活
动，对于 50 人以上的活动或会议，
要制定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提前规划校内、校外应急隔离
场所，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加强后勤
服务保障。

全省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

压实责任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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