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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民
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时节。10月 10
日，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龙泉村
7组农民王霖拿到了卖地瓜的钱，
他拍着鼓起来的腰包，掩不住喜悦
地说：“今年的地瓜多收了几百斤，
有于志国在，收多少他都能帮着卖
出去。”

于志国是龙泉村7组的专职网
格员。在秋收忙碌的季节，于志国
也跟着忙起来。“8月中旬开始卖花
生，9月末收地瓜，到10月中旬就开
始卖苞米了……这些当地的农产
品销售得接上溜儿。”于志国把农
产品销售时间安排得井然有序，每

到一种品种成熟收获的时候，他就
会联系商家来到农民家中，田里过
秤、现场装车、家里收钱。

“啥时候农民把卖农货的钱装
进兜里，他们的心才能踏实。”于志
国笑着说，“我们网格员的职责就
是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眼下，秋收、销售就是头等大事。”

汤山城镇像于志国这样的网
格员，都在为农民销售农产品而奔
走忙碌。年初以来，汤山城镇深入
推进网格化管理，各村配备“民情
恳谈员”“纠纷调解员”“志愿服务
员”等专职网格员，进一步强化基
层组织管理。正值秋收时节，网格

员变身秋收“服务员”，充分发挥自
身作用。他们或组成义务秋收队
伍，或通过线上直播等方式，利用
各自的专长，为身边农户解决秋收
和农产品“卖难”问题。

在石安村，党支部副书记兼网
格员王壮正在工作室里调试直播
设备。“地里的水果萝卜马上就能
收了，我得把直播设备搬到萝卜地
里，现场直播售卖。”王壮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在村里发展电商销
售。他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为村
民的农产品找到了新的销路。

村民李平感慨，过去水果萝卜
成熟时，村民都是冒着严寒，凌晨

两三点钟到数十公里外的郊区蹲
在路边卖，而且售价不高。今年不
一样了，水果萝卜还未成熟，王壮
就帮助村民签下订单，大家坐在家
里就把萝卜卖了出去，而且每公斤
多赚近1元钱。

龙湖村 7 组的独居老人于富
运今年81岁了，他对家里的5亩玉
米地就没操过心。“从春天种、夏天
管，到秋天收，再到卖，我们村的网
格员孙世明都帮我解决了。”老人
过得安逸，笑得舒心，“地里的苞米
能收了，他组织义务秋收队帮我
收，还帮我卖，我坐在家里就等着
拿卖苞米的钱了。”

网格员暖心助秋收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10月 12日 16时，伴随
嘹亮的汽笛声，货轮“小康 1”载着东
北陆海新通道首单蒙古国下水煤炭
缓缓离开锦州港码头，驶向大连，标
志着锦州港蒙煤运输业务有了新突
破，也代表着东北陆海新通道作为国
际性货物通道切实为物资运输提供
了一个新的物流通道选择。

这批煤炭是从蒙古国苏和巴托
省巴拿玛克煤矿装上列车始发，经
蒙古国毕其格图口岸，自国内珠恩
嘎达布其口岸入境，总行程历经 11
天抵达锦州港。码头作业指导员刘
俭平说：“煤炭是由运输车辆从库场
运到码头的，再由门式起重机装到
货轮上。为促成此次煤炭能源下
水，锦州港多次与蒙古国矿方进行
沟通，确保煤炭运距最短、价格最
优。”近年来，锦州港积极描绘向海

新蓝图，持续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
项目建设。

如今，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已
由“提战略”转入“打基础”的新阶
段。继今年 7月 26日阜锦内陆港成
立、8 月 16 日“锦州港—赫尔辛基”
中欧班列首发后，作为“门户港”的
锦州港首次开展蒙古国煤炭下水业
务，是东北陆海新通道主动衔接国
内外市场，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融
入“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对外开放
新前沿的又一举措。

未来，锦州港将进一步发挥东
北陆海新通道的“桥头堡”作用，依
托物流资源优势，深入完善港口集
疏运体系，以更强的责任担当、更实
的行动举措，为东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服务。

王 笑 本报记者 崔 治

东北陆海新通道
首单蒙古国煤炭在锦州港下水

本报讯 眼下，正是盘锦河蟹集
中上市的时节，盘山县的蟹农忙着捕
蟹、售蟹……奏响了丰收季节的“增
收曲”。

进入10月，每天凌晨四五点钟，
素有“天下第一河蟹市场”美誉的胡
家河蟹市场就热闹起来，蟹农和来自
各地的经销商忙得不亦乐乎，各种规
格的盘锦河蟹从这里销往全国。稻
田蟹闯出大市场，百姓喜迎丰收年。
蟹农看着自家一笼笼黄满膏肥的稻
田蟹，脸上洋溢着喜悦。

盘山县的河蟹产业发展迅速，
其独创的稻渔综合种养“盘山模式”
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稻蟹共
生，一水两用、一地双收，不仅促进
了农业增效，更加快了百姓增收致
富的步伐。目前，盘山县河蟹养殖
面积超 100 万亩，其中稻田养蟹面
积超 41 万亩，全县河蟹年产量近 3
万吨，实现产值 9.1 亿元，河蟹市场
年交易量 10万吨，交易额最高达 50
亿元。

刘奕菲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山县河蟹年产值实现9亿元

“白经理，冷库更换设备后，母
线超负荷运行。葡萄入库开机以
前，必须更换合格的变压器低压侧
母线及相应的电气设备，保证冷库
的用电安全。”日前，在营口市鲅鱼
圈区红旗镇馒首山利胜果业恒温
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红旗供电所
党员服务队队员刘家岐认真叮嘱葡
萄收储大户白利胜。

红旗供电所有支党员服务队，从

9月初开始，党员服务队集中对恒温
库的线路设施、电源、配变、计量装
置、配电柜进行安全检查，向果农宣
传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及用电故障应
急处置方法，为果农及恒温库用电开
启服务绿色通道。目前，党员服务队
累计服务恒温库 16 个，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24个。

本报记者 高汉雷 文
周 峰 摄

为果农增收当好“电保姆”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0月
10 日，大连旅顺口区生命健康产业
园开园，同时举行央企国企合作签
约、向我省首个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
务站授牌仪式。

开园当日，省药监局为我省首
个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授牌，
这是全省范围内成立的第一家面向
企业提供优质便利服务的省级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服务站，也是目
前省内唯一的服务平台，将极大地
缩短二类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时限，
服务促进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发布支持生命安全产业创
新发展的相关政策，配套产业基金、
人才公寓、办公场所、高管奖励等保
障措施。

现场集中签约了大连医科大学
生物医药人才实训基地、星未来研究
院大连分院、艾玮得大连医检所、近
邻生物、中交海投太阳沟文旅产业、
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片
区开发等 12 个产业合作项目，投资
总额达112.7亿元。双方将在文化旅
游、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片区开发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开展
合作。目前，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医药
人才实训基地、星未来研究院、第一
支北方创投主题基金——大连星未
来基金、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大
连旅顺口区分中心等已正式入驻
园区，标志着创新生态、创新平台、
创新人才“三位一体”推进实现了
新突破。

大连旅顺生命健康产业园开园

“村书记讲得太好了！俺们村
当年要啥啥没有，老的种地，小的打
工，一年到头在外漂也挣不了几个
钱。现在，党和国家重视乡村振兴，
村书记带头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
济，在大棚里种香菇、种草莓，俺们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这小日子太乐
呵了！”台上的丹东凤城市边门镇建
设村党支部书记刚讲完，村民就不
禁感慨道。

10 月 12 日，凤城市组织开展村
级党组织书记“擂台比武”活动，全市
各村书记相继登台“打擂”，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4个篇章，晒成绩、比干劲，讲述乡村
新风貌，比拼乡村新发展，分享振兴
好经验。沉甸甸的成果和铿锵的话

语，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百姓排忧解难 21 年的“老书

记”；放弃自家的板栗收购生意，带
领全村建设板栗园的“女书记”；集
魄力干劲于一身，带领全村发展锡
伯族特色村寨旅游项目的“兵书
记”；大学毕业后反哺家乡、以智谋
治的“小书记”……村书记相继登
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张张震撼
的照片，记录着乡村兴、产业旺、百
姓富的全过程。

近年来，凤城市致力于打造一批
有影响力的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带头
人，并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带头雁”

“领头羊”作用。各村党组织书记通
过“大比武”，取长补短、比学赶超，推
动乡村振兴新发展。

谈工作 讲思路 说变化

村书记“擂台比武”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0
月 12 日，在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
司动力运行部污水处理装置区总排
外排污水排放口，碧水长流、鱼翔浅
底。看着眼前的一幕，装置区主任丁
强说：“我们全面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严格履行环保责任，总排出水综合合
格率始终保持100%。”

这是辽阳石化分公司坚持环保
优先、清洁生产、绿色发展，全面推进
绿色企业创建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辽阳石化分公司紧盯污水、固废
主要污染物以及碳重点环节排放情
况，加强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努力实

现固废产生最小化、资源利用最大
化、最终处置规范化，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截至 9 月底，公司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年度考核指
标基础上同比降低 2%，氨氮、COD、
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同比分别降
低77.6%、56.8%和29.6%。

突出绿色引领，压实排污单位
主体责任。辽阳石化分公司坚持治
理与减排齐抓，按照“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原则，制定碳达峰时间
表、碳中和路线图，全面梳理公司污
染物排放源，加大环保治理投入力
度，深入开展污水、固废、罐区、密闭

采样等十大环保隐患排查治理。同
时，细分指标体系，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并将企业热电厂发电产生的
粉煤灰作为原料供给下游企业，消
减环境污染隐患。

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环保网
格化管理。辽阳石化分公司强化生
产全过程监测管理，严格落实在线监
测日常管理，突出对薄弱环节、重点
部位、关键项目的监测管控，组织内
部专家团队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对 12
套老旧装置开展环保深度评估，“一
装置一策”制定环保治理方案；投资
上千万元购置先进的环保监测车载

雷达，升级现代化环境监控手段，对
重点源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从
废水、废气到噪声和废渣，环保治理
范围变大，追责处罚措施更加严格。

推进无纸化办公，将绿色发展理
念融入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辽
阳石化分公司围绕企业生产和管理
实际，在企业局域网和移动设备端开
发无纸化办公系统，员工在保证人员
权限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每项操作都
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和确认，实现
了流程自动化、应用移动化，管理人
员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现场情况，
节约了生产成本。

辽阳石化擦亮环保底色创建绿色企业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降低，总排出水综合合格率保持100%

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红红
的高粱缀满枝头。金秋十月，朝阳
市建平县的乡村田野里处处呈现
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今年风调雨顺，小杂粮的
收成非常好！谷子每亩地可产
800 斤 ，高 粱 每 亩 地 可 产 1500
斤。我们合作社共有流转和入
股土地 3000 多亩，种植谷子、高
粱等有机杂粮品种 5 个，今年种
粮收入预计达 600 余万元。”在建
平县朱碌科镇朱碌科村，怀志有
机杂粮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泳
喜上眉梢。

建平县素有“中国杂粮之乡”
的美誉。近年来，建平县把杂粮产
业作为“一县一业”主导发展产业，
着力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力
发展杂粮种植。今年，全县以朱碌
科镇为中心，辐射东部十余个乡
镇，种植有机、富硒、富锗等杂粮超
过100万亩。

“近年来，政府从种植补贴、改
善农田设施、农业保险保障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我们合作社流转
和入股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多，从最
初的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
多亩。今年杂粮大丰收，咱种粮大

户越干越有劲头。”李泳说。
在青松岭乡高营子村，有机富

锗谷子种植基地的招牌格外显眼，
村民正在田间收割谷穗，基地内一
派繁忙。

“我们村种植的是富锗谷子，
加工生产的小米价格是普通小米
的3倍。今年，我们村共种植富锗
谷子965亩，合作社的收购价格高
于市场价格，村民种植杂粮的劲头
更足了！”高营子村党支部书记郭
玉民说。

田间连车间，增产又增收。
为提高杂粮产品的附加值，延伸

产业链条，建平县着力抓好农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选取一批有特
色、有优势、有前景的特色杂粮产
品进行重点打造，全县形成了以
品牌闯市场、市场带龙头、龙头带
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化发展
格局。

目前，建平县有杂粮深加工企
业147家，其中省级产业化龙头企
业 5 家，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15
家，日加工能力 60 吨以上的企业
有 76 家，从事杂粮产业的农民产
业合作社达400余家，带动10万余
户农民增收。

“杂粮大丰收，咱越干越有劲头”
本报记者 张 旭

“今年我种了 50 亩高油酸花
生，每亩收成都在350公斤左右。”
秋日的艳阳下，锦州市义县大榆树
堡镇大榆树堡村的花生地里，村民
张永林看着一堆堆颗粒饱满的花
生，笑着说，“我这花生颜色好看、
粒大好吃又有营养，根本不愁销
路。”张永林年近七旬，老伴儿身
体不好，孩子不在身边，家里的农
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忙活。这两年，
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开始种植高
油酸花生。“春种和秋收都靠机器，

基本用不上人力。今年花生长得
好，丰收了。现在高油酸花生的收
购价格挺好，能攒下不少钱。这花
生成了咱致富的‘金豆豆’！”张永
林一边甩着花生上的泥土一边对
记者说。

高油酸花生好在哪里？稍户
营子镇党委书记李茂给出了答案：

“高油酸花生的油酸含量较高，提
高了油的稳定性，能够长期保持花
生良好的风味。同时，不含塑化
剂，符合现代家庭的健康标准。稍

户营子镇高油酸花生种植始于
2019年，如今原种基地达8500亩，
商品基地达1.2万亩。”

好花生种出来了，深加工才能
提升价值。近年来，义县加速推动
花生产业扩规模、提品质、延链条、
创品牌，花生筛选企业超过 100
家，还有花生露、花生油、花生碎等
初加工企业十余家。

酒香也怕巷子深。义县不断
创新花生销售模式，很多花生是通
过互联网销售。“咱家的花生上网

就能卖，很方便。”张家堡镇官场沟
村花生种植户苏红说的“网”是指
花生市场网，网站拥有长期会员1
万余户，客户达10万人。

据义县县委书记郭廓介绍，近
年来，义县立足自身优势，把发展
花生产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要方向，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产业之路。2021 年，花生
原种繁育面积达1.4万亩，成为全
国重要的种源繁育基地，种植面积
达33.7万亩，产量达8.3万吨。

良种花生成致富“金豆豆”
本报记者 崔 治

金秋时节，沈阳市法库县四
家子乡四家子村玉米喜获丰收，
村民纷纷在自家院子里晾晒玉
米。从空中俯瞰，只见遍地金黄，
好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近年来，四家子村充分发挥
地域优势，积极引导农民规模化
种植玉米，采取“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收获季节
遍地金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