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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上午，温暖的阳光照在抚
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汪家
沟村养鹿场。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
只因种的、养的东西变了，村民的收
入就上来啦！”正在现场查看的抚顺
市委统战部驻汪家沟村“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李俊告诉记者，“眼下，大
一点儿的鹿茸能卖到四五千元！”

汪家沟村四面环山，植被茂密，
生态环境良好，一条宽阔的马路穿村
而过，直通县城。

“全村 1005口人，有 1万多亩山
林，但人均耕地不到 2 亩，以前靠种
玉米、养猪养鸡生活，村民的日子过

得紧紧巴巴，是省级贫困村。”村党支
部书记李坤说，“自从2014年市委统
战部驻村帮扶后，通过调整种植养殖
结构，我们终于找到了致富门路，
2017年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驻村工作队带领村干部到周边
一些种植养殖业发展得好的村考察
后决定，立足汪家沟村生态良好的优
势，调整种植养殖结构，种植优质水
稻、中药材，放养柞蚕，养殖梅花鹿。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李坤领
着村干部和少数村民率先改种新品
种。两年下来，村民看到种植优质水
稻和中药材确实能多挣钱，也开始调
整种植结构。目前，全村优质水稻发

展到 800 亩，中药材种植发展到 455
亩，近一半耕地调整了种植品种。

“就拿现在的行情来说，种‘稻花
香’水稻和中药材，每亩地分别比种
玉米多收入 700多元和 3000多元。”
李俊说。

清原县盛产马鹿，“清原马鹿”曾
远近闻名，汪家沟村也有两户村民养
殖过马鹿。驻村工作队经过深入调
研发现，汪家沟村柞树资源丰富，而
柞树叶是鹿的主打饲料，同时村里有
懂养鹿技术的土专家，便决定成立养
鹿合作社，带领村民养鹿。

汪家沟村从2019年养殖42头小
鹿开始，目前已发展到181头。截至

今年上半年，养鹿已经为村集体和养
殖户带来近 40 万元收入，远远超过
养猪养鸡的收入。

“咱村农民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调
整种植养殖结构的甜头！现在，除去
在外打工的，留在村里的村民年人均
收入能达 1 万多元，这当中种水稻、
大豆、玉米能收入5000多元，种中药
材收入 3000 多元，放养柞蚕收入
3000 多元，另外村集体也攒下了 60
多万元的家底。今年2月，村里还拿
出20多万元给大伙儿分红。这对以
前的汪家沟村来说，做梦都不敢想
啊！”李坤说着，黝黑的脸上泛起兴奋
的红光。

人均耕地不到2亩的小山村实现年人均收入超万元、村集体攒下60多万元家底——

调结构调“旺”汪家沟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9
月12日，记者从本溪市商务局获悉，
今年前7个月，本溪市实现引进国内
到 位 资 金 355.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3%，完成全年任务的 88.9%，总
量、增速均排名全省第三。

前7个月，本溪市开展“走请”活
动 1733次，新增储备项目 423个，新
签约项目 363 个，新增落地项目 173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73个。

在央企招商方面，本溪市完善合
作项目库，对现有 80 个项目专班对
接、紧盯跟踪、压茬推进；其中，签约
项目 16个，拟签约项目 7个，谋划储

备项目 57个。列入省级 100个重点
央地合作清单项目的进展情况是：5
亿元华润三九国家中成药技术创新
中心和产业化基地项目已于 3 月份
开工建设；109.6亿元大雅河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 9 月 1 日开工建设；122
亿元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
2024年开工建设。

在产业链招商方面，本溪市围绕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大健康、
文旅等组织产业链招商专项活动，新
签约亿元以上产业链项目 62 个，其
中 5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10 亿元以
上项目9个。

本溪前7个月引进国内到位资金
同比增长37.3%

本报讯 记者王铁军报道 科
学统筹，精准施策，在生产运营、工
艺优化、生产定额等方面打出降本

“组合拳”。8月份，本钢矿业公司实
现吨矿降本 34.9 元，降本总额达
2730 万元，交出了一份降本增效的
亮眼答卷。

生产运营科学降本。本钢矿业
南芬露天矿优化电铲布局，推行“4+
6”生产模式，即保证4台矿石电铲和
6 台岩石电铲作业。矿业南芬选矿
厂加强内外部信息沟通，做好生产过
程组织协调，实现工作标准化、目标
明确化、调度合理化。8 月份，铁精

矿产量完成 41.09万吨，比上年实际
超产 1.28万吨，降低固定费用 137万
元。矿业歪头山矿强化生产组织，克
服采场空间狭窄等不利因素，发挥小
型设备的灵活性，超剥岩石，强采矿
石。辽阳球团公司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实现稳产、高产，严格贯彻执行
球团生产操作纪律和工艺纪律，强化
全过程产品质量控制，协调好各工序
间的相互配合，互创条件，使整个热
工系统顺畅协调。

工艺优化智慧降本。矿业南芬
露天矿 8 月份开展电铲铲斗、铲杆、
底门、矿用汽车水箱和后桥等 35 件

备件的修复工作，节约采购成本 32
万元。矿业南芬选矿厂在三磨砂泵
平台事故沟处新增控制闸阀，减少了
金属流失，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
了铁精矿产量。矿业歪头山矿优化
改造生产线，全部安装颚式破碎机，
提产提质。将皮带速度提高到每秒
1.2米，在保证矿石品质的同时，达到
降本目的。矿业贾家堡矿 8 月份科
学优化运距，实际完成运距 1.96 公
里，降低0.24公里，降低成本38.29万
元。矿业石灰石矿在保证成品灰质
量的情况下，科学调整生熟料比，保
证煅烧原料的有效利用率。

生产定额创新降本。矿业南芬
露天矿 8 月份严格执行经济运行方
案，每天11时30分前实行躲峰生产，
牙轮、电铲关闭主机。矿业南芬选矿
厂将部分铸造钢球更换为轧制球，在
保证正常生产的前提下，8月份钢铁
球消耗降低 150 万元。矿业歪头山
矿为鼓励职工降本增效，实施使用炮
孔间隔器奖励机制，每使用1个间隔
器，对职工奖励 2.5元，8月份通过使
用空气间隔器 3458 个，有效降低了
炸药单耗。辽阳球团公司提高矿粉
综合粒度，保证造球盘内成球性，降
低膨润土消耗。

“三管齐下”打出降本增效“组合拳”

本钢矿业8月份实现降本2730万元

“我家一些西红柿叶子上有黑斑
点，结果率也不高，施肥打药都不行，
这可怎么办啊？”前几天，朝阳北票市
蒙古营镇跃进村村民韩凤杰一大早就
急忙跑到镇上的“乡村振兴人才超市”
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听说后，很快从

“乡村振兴人才超市”里找到乡土人
才，为韩凤杰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半个小时后，跃进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乡土人才乔宪芳来
到韩凤杰家，认真查看西红柿叶子和
结果情况后，手把手地教他打药方法

和浇水通风技巧。没过几天，韩凤杰
家西红柿叶子的“病”就好了，结果率
也大幅提高。

今年以来，北票市围绕服务设
施蔬菜、畜牧养殖、林木培植等重
点产业，聚焦全市产业振兴人才需
求，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人员
等人才资源，在全市 29 个乡镇全覆
盖建设“乡村振兴人才超市”，以高
校专家、专业技术人员、乡土人才
等为主体，组建省、市、乡、村四级
专家人才库。

“我们创新推出‘点单式’人才服
务模式，将专家人才信息摆上‘人才
超市’货架，村民可根据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自主选择服务内
容，专家通过电话、视频、入户指导等
方式提供技术服务，实现高效率、高
质量解决村民的困难和问题。”北票
市蒙古营镇党委副书记李雪说。目
前，北票市“乡村振兴人才超市”专家
累计入户提供技术指导2100余次，帮
助村民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780个。

在建设“乡村振兴人才超市”的

基础上，北票市充分结合本土优势产
业，集聚优秀乡村干部、种植养殖大
户、合作社理事长等优秀乡土人才，
组建产业联合党委，创建创业人才联
盟，为有需求的村民提供技术、资金、
项目扶持，帮助谋划产业发展项目，
协调银行发放助农贷款，进一步激发

“土专家”“田秀才”的带动作用。截
至目前，共帮助谋划产业发展项目
100余个，协调农业银行、邮储银行、
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助农贷款
1012笔共1.82亿元。

“乡村振兴人才超市开到了咱镇上”
本报见习记者 崔 毅

9月12日，一列高铁列车从沈阳市
沈北新区黄家街道高铁桥上驰骋而过，
与沿线高速公路、村落及金色稻田交相
辉映，展现出一幅秋日丰收的美景图。

近年来，黄家街道大力发展水稻种
植，水稻产业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今年，黄家街道采取多种防虫
害、保生产、促增收的有力措施，目前，水
稻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秋色怡人
“丰”景如画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日，
省科技厅印发《关于下达 2023 年辽
宁省“揭榜挂帅”科技计划项目的通
知》。其中，锦州市士成新材料有限
公司“高纯及超高纯石英玻璃制备技
术及产业化”等 6 个项目列入“揭榜
挂帅”科技攻关项目，获省专项资金
1400 万元，项目及资金数量均居全
省第三位。

今年，锦州市锚定“136921”发
展战略，聚焦“6+1”产业链和创新
链上的断点、卡点、堵点问题，征
集 梳 理 43 项 技 术 需 求 纳 入 2023

年省“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需
求储备库。同时，充分发挥辽宁
工业大学等驻锦高校的科教资源
优势，深化拓展与天津大学、东北
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沈阳工业大
学、沈阳化工大学、辽宁科技学院
等域内外高校院所的对接合作，
大力推动校企联合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积极促进科技成果本地产
业化。截至 9 月 11 日，锦州市累
计承担省“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
目 23 项 ，占 全 省 项 目 总 数 的
5.8%，位居第三。

锦州6个“揭榜挂帅”项目
获省1400万元资金支持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拉起横幅，竖起拱门……9 月 6
日，调兵山市晓明镇前腰堡村像过节
一样热闹，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
村鸡心果种植基地，首次鸡心果采摘
节即将开始。

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果形如鸡
心，色泽亮丽，集观赏、鲜食于一身。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2021年，前腰堡
村通过申请上级资金，栽植了 7000
余棵鸡心果树。今年，约600棵矮化
品种果树进入坐果期，一棵树能结果
10斤至15斤。

“今天天气好，听说这里要举办
鸡心果采摘节，我们就过来看看。这
里的果子又甜又脆，没让我们失望。”
采摘活动开始后，一名游客一边品尝
一边高兴地说。

在现场，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枝
头，十分惹人喜爱。上百名游客徜徉
在田野间，他们三五成群，摘果、观
景、说笑，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的鸡心果不打农药，都是
自然成熟，摘下来就可以吃。”前腰堡
村党总支书记高铁成说，“举办这次
采摘节，一是给农民打样儿，带动更
多村民利用房前屋后栽种经济作物，
发展庭院经济；二是提高我们村鸡心
果的知名度，不断壮大村集体实力。”

鸡心果既美化了村屯环境，又能
产生经济效益。高铁成告诉记者，此
次采摘节后，村“两委”将积极联系客
商，拓宽鸡心果销路，构建产销合作
一体化链条，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动乡村振兴。

鸡心果映红致富路
本报记者 狄文君

今年以来，同兴镇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选派金牌“店小二”，建立“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的全周期
贴身服务机制，围绕全年重点项目精
准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截至目前，项
目专班已帮助 9 家企业办理了项目
手续。

图为9月11日，在位于丹东市同

兴镇的丹东新臣服装有限公司新建
厂房项目现场，1.5万平方米厂房和1
万平方米员工宿舍已进入屋顶铺装
阶段，内部装饰和外部装修同步进
行。项目 10 月份竣工投产后，将年
产成衣300万件，年产值达1.5亿元，
安置就业1500余人。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金牌“店小二”
助力项目建设提速

葡萄挂满架，采摘正当时。9月
10 日，是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
道下河湾村首届葡萄采摘节开幕的
日子。一大早，65 岁的葡萄种植大
户赵志龙就下了地，他跟老伴儿说：

“今天可是露脸的时候，每样都多摘
上几串，先让大家尝尝鲜儿。”

下河湾村离市内不远，过了南
阳湖跨浑河桥，再往西南越过绕城
高速公路就到了。短短几公里的
路，一头连着喧闹的都市，另一头接
着这座静谧的村庄。虽说村子不
大，但独特的“小气候”，让产自这里
的葡萄名气不小。

“咱村地势平坦、日照丰富，葡萄
甜度高、果汁多，用土话说就是‘不麻
口’。”赵志龙的葡萄园一眼望不到
边，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他哈下腰，
小心翼翼地拨开套袋，满心欢喜地看
着一串串挂着“霜”的葡萄说，“咱施
的都是有机肥，不少城里人特意开车
来采购呢！”

下河湾村种植葡萄的历史有 40
多年，目前种植面积有 100 多亩，其
中不乏“黄茉莉”“黑蜜”“蜜汁”“桂香
怡”等优质品种。葡萄种植坚持无公
害生产，并利用套袋技术。每年7月
下旬到9月末，不同品种一个挨一个

地成熟上市。
“今年价好，平均十多块一斤，零

售和采摘一个价！估计一亩地纯收
入超过1万元！”说着，赵志龙又连忙
剪下几串葡萄，“开幕式要开始了！
咱可是‘主角’。”

村党群服务中心外的“两邻”广
场上，到处透着一股喜庆劲儿。秧
歌队盛装就绪，展示台上摆满了葡
萄，葡萄大户穿上统一的红色短袖
衫，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品葡萄、
看节目。

“就是要‘以葡会友’！我们发
布了采摘线路，自驾、公交、地铁都

能到！”浑河站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姜
军化身“讲解员”忙前忙后，不一会
儿，已是满头大汗。他说：“我们借
助特色活动，进一步扩大下河湾葡
萄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感受乡村风光和我们的热情好客，
进而实现葡萄种植与文旅产业一体
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推动乡村振兴。”

“咚咚咚！”丰收的锣鼓敲起来，
喜庆的秧歌扭起来。10 点半，采摘
节准时开始。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品
尝甜美的葡萄，享受丰收的喜悦，也
感受着美好的生活。

下河湾村“以葡会友”壮大文旅产业
本报记者 陶 阳

“宇泽，宇泽，收到请回复，你公
司一车间西区二楼发现人员超员现
象，请通知车间多余人员立刻撤离！”
日前，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氟产业开
发区智慧监管平台控制室内，运维人
员张春雨一边紧盯监管平台大屏幕，
一边手持无线对讲机联络各企业的
安全员。

与此同时，在数百米外的阜新宇
泽化工有限公司，中控室的工作人员
迅速查看情况并回复：“此次点位报
警原因为安全员巡查，已通知该人员
尽快离开。”从发现问题到解决，全程
用时不到一分钟。

据阜新宇泽化工有限公司安环
副总经理吴建新介绍，高效、安全、智
能的监管源于氟产业开发区智慧监
管平台的建设。2021年9月，氟产业

开发区建设了集安全环保、应急救
援、园区封闭于一体的智慧监管平
台。平台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试运
行，涵盖安全、环保、应急管理等模
块，以“点、面、域”三级布局预警监测
系统，实现对风险点源、企业面源及
开发区整体的全覆盖。

安全生产历来是园区工作的重
中之重。据园区智慧监管平台负责
人王宵介绍，智慧监管平台通过“数
字化技防+人防”管理手段，从大气、
污水、危固废3个层面对园区安全生
产进行监管。平台运维人员每 2 小
时巡检一次，通过智慧监管平台、智
慧平台手机端APP，实现政、企、消三
级同时线上线下联动，在隐患出现的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
时间救援。

园区装上“智慧脑”
安全管理“耳聪目明”
本报记者 田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