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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鑫报道 “不
出镇就把证拿到手了，以前要到市
里才能办的业务，如今在家门口就
办好了。”提起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资格认定的事，营口大石桥市
永安镇农民于忠航深有感触，“我残
疾好几年了，走路不方便，过去办残
疾人证要跑到大石桥市里，就一直
没去。去年 8 月份，听说在镇里就
能办，我就去了，5天就下证，当月就
领钱，真方便。”

如今在营口，临时救助金的给
付已经由县级民政部门委托乡镇

政府直接审批。通过探索实施向
乡镇（街道）赋权，改变了过去“申
请人向乡镇政府申请，乡镇政府调
查审核公示再报县级民政部门审
批”的程序，办理环节大幅精减，
实现了办事不出镇，救助时效大幅
提升。

作 为 全 省 先 行 先 试 乡 镇（街
道）赋权工作试点城市，去年年初
以来，营口市营商局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精准落实省试点意见，
依法探索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
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营口印发了
《营口市向乡镇（街道）赋权试点工
作方案》，并确定由大石桥市和老
边区先行先试开展乡镇（街道）赋
权工作。经过半年的试点实践，最
终形成全市《赋权指导目录》（以下
简称《目录》）共 30 项，其中行政检
查 4 项、行政处罚 20 项、行政强制 1
项、行政给付 2 项、其他行政权力 3
项。经征求其他县（市）区意见后
在全市铺开，由各乡镇（街道）根据
实际从《目录》中选取适合的权限，
与相应的县（区）级部门对接，积极
开展赋权实践。

在大石桥市百寨街道，执法人员
张磊告诉记者：“以前，在整治违反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行为方面，街

道或乡镇一级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
权，看得见但管不住。现在，得益于
乡镇赋权改革，很多违法行为我们可
以直接作出处罚，无须到市里审批。”
为乡镇（街道）赋权，让营口的基层政
府干事底气足了、办事效率高了、担
当作为有干劲了，更好地激发了乡镇
（街道）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

赋权工作还带动了政务服务驿
站建设、自助服务下沉、“一网通办”
延伸到村等相关工作协同开展，将
常用的许可事项、公共服务事项下
放，把便利送上门，避免了基层企业
群众办事长途跋涉、来回奔波等问
题，极大地方便了基层企业群众办
事创业。

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

营口将权力下放到基层近距离服务企业群众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3
月 1 日，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 20 余部门开展“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现场办公
活动，为办企、创业人士解答并办理
相关业务。

在活动现场，本溪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牵头，会同发改委、工信、人社、
营商等20余家市直部门、金融机构，
梳理汇总了十四大领域86项优惠政
策，除了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主会场，
两县四区及高新区作为分会场同步
开展现场办公活动，集中进行政策解
答、证照办理，活动惠及全市各类办

企、创业人士。
据介绍，活动现场共办结各类

登记业务 561 件，其中，新设立登
记各类市场主体 243 户，现场政策
咨询 2000 余人次。本溪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
是全省上下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的关键时期，本溪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以开局就要决战、起步
必须冲刺的决心举办了这次现场
办公活动。接下来，本溪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继续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在市场监管领域打赢“三年行
动”首战。

本溪20余部门联手现场办公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3月 2日，铁岭雅林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
刚下线的稻米膨化糠产品直接装
车，不久后将被运往盘锦等地的粮
油企业。

“膨化糠的原料是米糠，就是藏
在稻壳和净米之间的米皮和米胚，一
粒稻米64%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儿，我
们把它加工成膨化糠，是为了从中提
炼出营养价值极高的米糠油。”站在
车间里，雅林农业公司总经理王国才
耐心地向记者介绍。

将每一粒稻米的营养“吃干榨
净”，抢回稻米 64%的营养。去年落
户铁岭县新台子镇的雅林农业公司，
投资 1.2 亿元建设年产 5 万吨膨化

糠、2 万吨米糠油项目，努力延伸铁
岭稻米产业链。

“由于米糠保质期短，极易酸败，
造成米糠油品质差、精炼难。攻克这
一难题，膨化糠项目是关键。”据王国
才介绍，米糠原料投入生产线后，要
经过高温蒸汽进行膨化处理，钝化导
致米糠酸败变质的生物酶，进而使米
糠的保质期由短短一周延长至半年，
并更易于米糠油的浸出。

米糠油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
与橄榄油齐名的健康营养油。总部
位于我省稻米主产区的雅林农业公
司，在新项目选址时，相中了铁岭丰
富的稻米资源、优越的区域位置和优
质的服务。

“铁岭水稻种植面积在 50 万亩
以上，稻米资源丰富，公司总部过去
就与这里的众多米业公司有过合
作。”王国才说，新台子镇地理位置十
分优越，交通便利，方便公司对吉林、
黑龙江地区的业务辐射，再加上优良
的营商环境，公司在新项目选址时，
丝毫没有犹豫。

经过紧锣密鼓的紧张建设，去年
11 月末，雅林农业公司一期膨化糠
项目完成建设并投入试生产，截至目
前，已生产膨化糠近 1500 吨。下一
步，公司计划建设 2 万吨米糠油项
目，届时，膨化糠就可以就地消化
了。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2.5亿元。

整个项目建成后，能将稻米产
业链拉多长？王国才告诉记者，100
斤稻米经过加工后，除去少量损耗，
大约可以产出 68斤大米、8斤米糠、
1 斤碎米、22 斤稻壳。米糠膨化后，
再经过浸出提炼，出油率可达 15%
至 17%。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
脂肪酸、米糠油皂角、米糠蜡等一系
列产品。

雅林农业项目的落地，让曾经被
当作饲料的米糠，在铁岭找到了更好
的出路。“落户铁岭后，我们与周边多
家稻米加工企业签订了订单，希望通
过稻米精深加工，提高这里稻米产业
的附加值，带动优质稻米产业‘链动’
发展。”王国才说。

延伸产业链 米糠变资源
本报记者 王晓波

近日，鞍钢首卷强度为世界最高级别
2000MPa 的汽车用镀铝硅涂层热成形商品材
钢卷在鞍钢股份冷轧厂三号镀锌机组一次性
试车成功、顺利下线，并按合格商品材交货。
此举标志着鞍钢具备了批量生产此种产品的
能力，为进一步拓展汽车钢新市场奠定了坚实
基础。

冷轧镀铝硅新产品项目位列鞍钢科技领军

计划，由鞍钢股份制造管理部、技术中心、冷轧厂、
汽车钢营销中心共同成立项目组研发生产，在鞍
钢集团战略规划部和科技规划部支持下争取到
国家资金支持。项目组充分总结纯锌、锌铝镁、
铝锌镁等涂层产品的生产经验，学习和借鉴国内
外先进涂层产品的生产工艺，通过研判市场，确
定产品开发方向，确定铝硅涂层产品生产的理论
边界、实验模拟边界以及现场实际边界，制定工

艺技术要求，形成了机组改造解决方案。
图①为鞍钢首卷强度为世界最高级别的

汽车钢新产品顺利下线。
图②为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地操作机台。
图③为新产品亮相，为鞍钢进一步拓展汽

车钢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文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

鞍钢首卷世界最高强度铝硅涂层热成形汽车钢成功下线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春
耕临近，为切实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
管，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坚
持属地管理、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
原则，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3月 1日，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执法人员走进昌图县，以化肥、
农膜、农用管材管件、农用泵等农资
产品为重点，对农资产品生产企业和
经销商是否存在无证照生产经营、以
假充真、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违法
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执法人员
采取“边检查边宣传”的形式，向农资
经营者和农户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进
一步提高农民的识假辨假和依法维
权能力。

自2月以来，铁岭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统一行动，以净化农资市场为
主线，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源头治理，强
化执法监管，围绕薄弱环节和重点领
域，聚焦问题隐患，坚持重拳出击、露
头就打，违法必查、查必到底，切实维
护农资市场的良好秩序，保障农民用
上安全放心农资。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紧盯城乡接
合部、行政区域交界处、农资批发市
场、集散地等案件易发、多发地区，结
合农时，着力打击游商游贩兜售假劣
农资等违法行为，有效封堵假劣农资
的流通渠道。同时，紧盯“菜篮子”产
品主产区、种植养殖生产基地，加强
对周边农资销售点的管控和农产品
生产主体农资使用情况的检查。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36人次，检查
各类农资产品生产经营企业 78 家，
监测互联网、户外、印刷品广告 127
条次，有效保护了广大农民和合法生
产经营者的权益。

铁岭开展农资打假
专项治理行动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3月 1日一大早，阜新市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东梁镇农贸市场就热闹
起来，这里正在举行阜新县春季农机
作业远程监测设备检修与安装活动，
40 余台农机整齐地围成一圈，等待
专业人员进行“体检”，确保农机的信
息化监测设备满足保护性耕作要求。

据阜新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产业
发展办公室主任宁少辉介绍，农机加
装信息化远程监测设备，是参与保护
性耕作的必备条件。它能使农机长
出“千里眼”和“顺风耳”，让春耕“耳
聪目明”。

今年，阜新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任务为120万亩，全县现有免耕播种
机 1815 台，已安装远程监测设备的
有 1389台，预计今年新安装 200台，

能够满足保护性耕作的需求。连日
来，阜新县农业农村局在各乡镇组织
远程监测设备检修与安装活动，预计
3月22日前全部完成。

“就怕来得晚，天刚蒙蒙亮就把
合作社的两台农机开过来了。”东梁
镇田家村乐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韩彩霞说，“每年春耕前，县里都来
给咱们检查设备，让我们后顾无忧。”

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阜新
县早谋划、早安排，积极组织各乡镇
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机合作社，来到
农机户家中，帮助指导他们对农机具
进行检修，确保不误农时，为今年粮
食稳产高产提供强力支撑。截至目
前，全县已检修拖拉机 2.36万台，检
修农机具4.68万台套。

给“铁牛”装上“千里眼”和“顺风耳”
本报记者 田 甜

①① ③③

②②

图为给农机加装信息化远程监测设备。 本报特约记者 姜 楠 摄

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抚顺市中心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侧记

心系患者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医者仁心，大爱不言谢。患者的肯定对
于抚顺市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来说，更多的
是激励和鞭策。多年来，他们秉持“大医精
诚、仁德为先”院训，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精
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抚顺人民生命健康
保驾护航，关键时刻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走进抚顺市中心医院，这种“以患者为中
心”的责任意识处处可见，时时可闻。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院党员干部、
医护人员实行闭环管理，夜以继日奋战在临
床一线；为提高检测救治能力，医院调配人
员、改造院区，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上级交给的
任务。为扩大救治空间，医院先后两次腾出
条件相对较好的办公楼，搬到简陋的闲置楼；
为支援基层开展核酸检测，医院派出360多名
核酸检测采集人员，下沉到社区乡村。在抗
疫关键时期，为了让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59岁的大内科主任张强在高烧情况下，仍然坚
持为患者治疗。骨一科医生史广强的母亲突

发疾病离世，他和同在抗疫一线的妻子穿着防
护服把母亲送到殡仪馆，火化当天就各自返回
工作岗位。

“既然选择了‘白衣天使’这份职业，就做
好了奉献的准备，这些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深
深体会到职责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奉献’
是我们无怨无悔的选择！”感染科主任刘喆朴
实的话语，道出了该院全体医务工作者的心
声。疫情防控期间，刘喆曾连续工作1个多月
未休息，经他救治康复的患者达280多人。

因为进取，也因为担当，抚顺市中心医院
连续两年被评为“辽宁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并获得“辽宁好人·身边好人”“抚
顺百姓雷锋优秀团队”等荣誉称号。

知责担重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一支队伍在党和人民需要的紧要关头能
冲上去，能打胜仗，源于日常的锻造磨砺。抚
顺市中心医院秉持以患者为中心，并把这一
理念深植于每一名员工的内心，融入医院建

设的每一个环节。
在门诊服务升级上，院领导班子以上率下，

带头坐诊。为适应慢性病政策调整形势，医院
增加3个服务窗口，减少患者排队等候时间；优
化服务流程，各科室均设导诊台，方便患者就
医；便民门诊从一楼搬迁到二楼，距离药房更
近。根据患者量的变化，灵活调整医疗资源，实
施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共济机制。同时，门诊
实现复诊患者、二次扫码排序全覆盖；收款窗口
实行弹性调配，进一步减少患者排队时间。

在急诊急救能力建设上，医院全面提升急
危重难疾病的急诊急救能力和服务能力，重点
提升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儿科的综合诊治能力；全院范围内加强临
床路径管理，制定符合科系特点的临床路径。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医院积极实施人才
兴院、科技强院战略，营造引才、用才、育才的
浓厚氛围，不断加大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形成以人才队伍兴科、以学科建设兴院的趋
势。坚持以人为本调整政策，提高待遇，留住
人才。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提高高学历人才

比例；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拓宽人才引进渠
道；密切联系各大院校，建立外部人才库。

在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动下，抚顺市中
心医院综合实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先后获得辽宁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2018—2021年度省、市文明单位等
18项荣誉。

勇立潮头担使命，锚定目标启新程。今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
之年，院长田卢峰说，首战即决战，今年，全院
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撸起
袖子加油干”，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全面增
强医院综合管理能力；不断强化科系建设，提
升医疗救治能力；以建设质量控制体系为抓
手，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持续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补齐短板，稳中求进，大幅提高医
院综合实力，谱写医院发展新篇章，为创新抚
顺、活力抚顺、绿色抚顺、文明抚顺、幸福抚顺
建设再立新功。

张晋宇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感谢你们视患者如亲人，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仗义相救。你们的职业操守和
主动担当行为，让我们非常感动！”

2月9日上午，4名患者家属携带两面锦旗相约来到抚顺市中心医院急诊大
厅，向医疗质量科科长田播、急诊科主任李鸿梅、医生韩晓书等表达感激之情。几
天前，该院医护人员在医院入口处发现突患脑出血昏迷在私家车内的患者，组织急
诊科医生和120担架队员第一时间将其紧急送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抢救，与死神
赛跑，最终挽救了患者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