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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在辽阳市辽阳县
柳壕镇的宝国家庭农场，远远望
去，稻田里一片金黄，宛如给大
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走近
细看，稻谷颗颗饱满，压得茎秆
弯了腰。

“张老师，您看我家的水稻
长得多好！自从接受完培训，
无论是施肥还是防治病虫害，
都学到了最科学的方法，水稻
果然长势良好，今年肯定是大
丰收！”农场主黄宝国兴奋地对
前来考察水稻长势的辽阳县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
师张玉森说。

“稳定磷肥、减少氮肥、增施

钾肥，再加上采用无人机增加孕
穗期施肥，科学的种植方法成效
显著，你这里一亩地能增收近百
斤！”张玉森同样兴奋地说。

随后，在刘二堡镇兴农种植
家庭农场，农场主刘胜库同样自
豪地向张玉森等农技专家展示今
年丰收的成果。通过参加培训，
兴农种植家庭农场今年全部采用
免耕播种新技术种植玉米，不仅
耐旱，还成熟快、产量高，目前已
经可以作为饲料玉米进行销售
了，增产增收已成定局。

在辽阳县，有 90 名像黄宝
国 和 刘 胜 库 这 样 的 家 庭 农 场
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及种植

大 户 成 为 今 年 参 加 培 训 的 高
素质农民。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辽阳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副主任姜春艳向记者介绍了
高素质农民选拔的 4个标准。“通
过培训，让广大农业从业者明白，
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活儿’，既得

‘两腿泥’还得懂科学、懂管理，作
物才会高产高质。”姜春艳说，“根
据农民的特点，我们在培训中特
别注重实地考察，教室里少讲，地
头儿上多讲，让专家和农民走入
田间，理论联系实际，即学即用、
活学活用。”

据介绍，除了在当地实地教

学外，今年，辽阳县还组织高素质
农民培训班到吉林梅河口和省内
的铁岭、盘锦等地实地学习经验，
让学员受益匪浅。

辽 阳 县 这 种 接 地 气 的 培
训，以点带面，加速培育壮大了
适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急需
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目前，辽阳县已经
建起“专家+示范基地+技术指
导员+科技示范主体+辐射带动
户”的技术服务模式，完善了农
业科技示范服务体系，有力推
动和保证了当地主要粮食作物
丰产丰收。

辽阳县着力培养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种田“老把式”变身新农人
本报记者 许 刚

本报讯 记者刘立杉报道 近日，
2023年辽宁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
定名单公布，包括5个产业集群，盘锦市
兴隆台区石油装备产业集群上榜，是盘
锦市唯一上榜的产业集群。

盘锦石油装备产业集群集聚了180
余家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和工程技术服
务企业，重点企业包括渤海装备辽河钻
采、天意石油、派普钻具、跨克石油、中录
油气等，在钻井完井装备、采油集输装
备、油气工程技术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是国内钻采、集输设备产业

链相对完整的产业基地。盘锦石油装备
产业拥有年产钻机100部、顶驱80部、钻
铤2万吨、钻杆5万吨、抽油泵2万台、井
口装置 3000 套、油田单井智能计量器
800套、石油管材50万吨、特种车5200辆
以及其他钻采设备的生产能力。

截至目前，盘锦石油装备产业集
群共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19 家，其中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家，天
意石油顶驱产品获批省制造业单项冠
军产品，中蓝光电获批省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盘锦石油装备产业集群
获评省特色产业集群

“今年，我家 100多亩水田全
部种上了‘稻花香’优质稻米，预
计收入 10多万元。”金秋时节，家
住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
泡子沿村的种粮大户姜宗泽站在
金黄的稻田里笑着说。

桓仁镇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绿色产业升级，优质稻
米、应季水果、大棚蔬菜、中小药
材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如今正是葡萄丰收季。在桓
仁镇刘家沟村村民魏仁龙的葡萄
园里，清一色的“蜜汁”葡萄挂满

枝头，在秋日的阳光下闪耀着宝
石般的光泽。“多亏镇里推行的

‘绿色富民计划’让俺种了 6亩葡
萄。今年葡萄大丰收，能产 2 万
公斤，现在客户盈门，预计收入
10 多万元。俺村有 30 余户村民
种了 200 余亩葡萄，每年产值能
有 800多万元。”魏仁龙说。

据悉，今年，桓仁镇依托资源
和区位优势，把乡村振兴与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实施“绿色富民计
划”。累计争取产业扶持资金
400 余万元，直接用于发展绿色
产业。先后发展壮大四河村优质

稻米、刘家沟村水果等特色产业
以及六河村和通天村温室蔬菜、
大甸子村林下木耳等一大批绿色
产业带。

“如今，俺村农民发展食用菌
跟着生态跑，先是从大棚里把袋
装木耳搬到林地里，让人工木耳
吸收自然生态养分，提质增效。
后来，又把废弃的木耳菌袋再利
用，在林下种植元蘑，产品销往北
京等大城市。你说，不技术创新
能行吗？”大甸子村村民郭长军颇
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桓仁镇农民依靠掌

握的食用菌种植技术，针对市场
需求不断创新，70余户村民发展
林下黑木耳产业，产值达 800 余
万元。桓仁镇还利用境内 6个行
政村分布在六河流域广袤的河滩
地带等优势，加大六河流域的优
质稻米开发力度，全力打造优质
绿色无污染无公害稻米产业基
地，带动 3000余户农民依靠优质
稻米品牌年增收 6000 余万元。
目前，桓仁镇已建起反季节蔬菜
大棚和温室 240亩，种植刺嫩芽、
大叶芹、刺五加等品种山野菜
1000余亩。

发展绿色农业 桓仁镇农民喜赚“生态钱”
本报记者 王铁军

9 月 18 日一大早，在盘锦市盘山县胡家
河蟹市场，每家经营河蟹的商铺都有大批工
人在手工分拣包装河蟹，店里直播带货的主
播正忙，街上大小车辆运输河蟹往来穿梭。
盘锦周边城市的客商开车来批发上货，外省
的通过物流发运。临近中秋，盘锦河蟹交易

进入旺季，场面十分火爆。
今年，盘锦市河蟹养殖面积达 175 万亩，

同比增加 3 万亩。全市河蟹育苗厂家达 52
家，蟹苗产量达 23.25 万斤。上半年，盘锦市
岀口扣蟹 2670吨，创汇 1050万美元。预计到
今年年末，全市河蟹总产量将突破 8万吨，河

蟹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
图①为河蟹市场外到处是运输河蟹的车

辆。图②为今年盘锦河蟹大丰收。图③为每
家经营河蟹的商铺里都有大批工人在手工分
拣包装河蟹。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秋风起 河蟹肥

产经视线 保丰收 SHIXIAN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记者 9
月 21 日获悉，朝阳市民政局组织编写
的首部《朝阳市标准地名志》日前由沈
阳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朝阳市标准地名志》的编纂出版
是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利用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做好地名公
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朝阳市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朝阳市标准
地名志》的正式出版发行，既填补了朝
阳地方志关于地名发展史的空白，又丰

富了朝阳地方文化千年传承的历史，对
于积累保存地名文献、传承地名文化、
规范地名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协
调发展、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朝阳市标准地名志》的编纂出版
历时 3年，精心编纂了 50余万字，集政
区地名、政区沿革、地名由来、隶属变
迁、名胜古迹、地理实体等于一体，其
地名类别之全、数目之巨、标准之高在
朝阳市尚属首次。

《朝阳市标准地名志》
正式出版发行

①① ③③

②②

“看，咱这玉米棒棒大粒满，今年
又是个丰收年！”接连扒开几棒玉米，
铁岭市铁岭县双井子镇双树子村英卓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丽英
有些兴奋，“我们流转土地种玉米，用
自产的玉米酿酒，生产的酒糟用来喂
牛，这样一个循环下来，平均每斤玉米
可增值5角钱。”

金秋时节，走进英卓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只见工作人员正在检修玉米
收割机。合作社内，记者闻到浓浓的酒
香，原来是新一批纯粮酒即将出锅。不
远处的养牛基地里，170余头肉牛正美
美地享用着掺有酒糟的草料。

提到“种养循环”，刘丽英说，酒糟
是养牛最好的饲料之一，能提高肉牛
的食欲；牛粪堆沤还田，能培肥地力，
促进粮食丰收。这种种养加工相结合
的方式既节约养牛成本，又能产生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1997 年，刘丽英和丈夫创办了酿

酒作坊。为了充分利用自家产的酒
糟，夫妇俩决定养殖肉牛。他们从几
十头牛养起，最多时存栏200多头。

为降低养殖成本，刘丽英从村民
手里流转了土地，开始种植玉米，并成
立了英卓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夫
妻俩响应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号召，积
极采取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模式。如
今，合作社种植玉米1200亩，亩产稳定
在1800斤左右。

“现在，我家每烧制一天酒能消耗
5000斤玉米，每天喂牛还需要500斤。”
通过酿酒、养牛，实现玉米加工、过腹
两次增值，串起了生态农业产业链，刘
丽英算了一笔账，“赶上肉牛市场价格
好时，按每斤玉米增值 5 角钱计算，我
们合作社一年可增收上百万元。”

“种养循环”
串起生态农业产业链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田甜报道 9 月 19
日，阜新市气象局和省沙地治理与利
用研究所共同举办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并为“阜新市防沙治沙气象服务
中心”揭牌。双方将在防沙治沙、气象
灾害防御等方面展开进一步合作与探
索，用好“气象千里眼”，联手助力沙地
治理和美丽阜新建设。

以此次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阜
新市气象局和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
所将在4个方面加强深度交流合作。

共同建设阜新市防沙治沙气象服
务中心，针对大风、沙尘暴、龙卷风等
极端灾害性天气开展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工作。

提高大风、沙尘防灾减灾能力。
针对风沙领域定制化精细预警预报机
制，制定各类极端天气风险等级并开

展不同时空尺度的超前精准咨询预
测。开展春季和秋季大风、沙尘和火
险气象形势预测。

建立信息共享多维度应用机制。
搭建阜新智慧气象一体化专业服务平
台，通过气象观测实况信息数据、卫星、
雷达等气象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对大风、沙尘状态的全方位精准监
控、全环节智能预判、全过程指挥掌控。

推动风沙气象在科学研究领域的
拓展应用。深入分析科尔沁沙地植被
覆盖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对气候要
素的响应机制，促进科学防治半干旱
地区荒漠化发展。客观总结疏林草原
封育措施的有效性，为“外围封禁、边
缘治理、内部发展”的生态发展格局提
供科学依据。为阜新防沙治沙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气象千里眼”
助力阜新打赢沙地歼灭战

核心
提示

初秋的北票市东官营子
河边，到处是一派火热的施
工场景：河道里，铲车、钩机
往来穿梭，尘土飞扬；边坡

上，罐车浇筑，工人忙碌；河川两岸，人
头攒动，彩旗飘飘。施工大军在这里汇
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
东官营子河治理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

共绘水清河畅新画卷
——北票市高标准推进东官营子河治理侧记

城市发展受阻 河道治理势在必行
北票市东官营子河发源于大黑山管理区

西仓村，于凉水河乡凉水河村汇入凉水河子
河，流域面积 347.6 平方公里，河流长度 47.3
公里，沿河 5 个乡镇区，11 个村庄，耕地面积
7500 亩。这条河自南向北贯穿北票城区，滋
养着北票人民，为城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然而，这条河曾经是北票人心头一患：枯
水期，沙尘漫天，百姓饱受沙尘之害；丰水期，洪
水肆虐，咆哮而下的山洪无情地卷走沿岸田地、

道路和房屋，威胁着沿岸居民及工矿企业的生
命财产安全，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北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东官营子河
防洪治理工作，经过多年的治理，城市段已基
本治理完成，但城市上下游河段均未系统治
理，防洪体系尚不完善，部分河段仍存在堤防
不达标或无堤防段等防洪隐患。上游段由于
东官营子河流域具有山区性河流洪水暴涨暴
落的特点，洪涝灾害较重，河道比降大，冲刷
严重，部分防护工程受洪水冲刷已损坏。城
市下游段河道行洪宽度较窄，河道内杂乱无
章，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对东官营子河进行系
统治理势在必行。

汇聚各方力量 治理工程全面推进
近两年，一直重视生态建设的北票市委、

市政府，对东官营子河河道的治理开始“换挡
提速”加大力度。

2022年，东官营子河治理工程全面启动；
当年5月，北票市水务局委托设计单位编制完
成《北票市东官营子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7月，朝阳市水务局下达《北票市东官营
子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9
月，发布招标公告；11月，开始施工建设。

北票市本着以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目
标进行建设，对此段河道建设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本次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堤防填
筑、绿滨垫防护、固滨笼砌筑、防下切齿墙修
建、生态工程、漫水桥建造等。通过治理，对
城市下游段在现状基础上扩宽行洪断面，新
建堤防及护岸，保障两岸居民防洪安全；对城
市上游段已建堤防进行加固，对损坏护岸进
行修复，并贯通防汛抢险道路，进一步提高河
道防汛能力。东官营子河治理工程新建堤防
2.72公里、堤防加固 2.99公里、钢筋混凝土悬
臂式挡土墙护岸 5.41 公里、格滨石笼护岸工
程 9.62 公里、防汛抢险路 6.14 公里、截洪沟
0.44公里、穿堤排涝管涵10座。截至目前，已
完成治理河流长度 17 公里，计划于今年年底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4年4月底完成全部工
程建设任务。

上下同心，进则无碍。
北票市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整合各

方资源和力量，合力攻坚抓好项目建设，解决
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将此项工程纳入市
政府 2023年“11+19”项重点项目建设和民生
实事工作专班，成立东官营子河治理工程指
挥部组织体系，北票市主要领导多次视察并

现场安排部署，副市长担任总指挥督导推进
工程建设进度，市直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
成员，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打造良好生态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河道治理是大好事，没事的时候，人们

都爱到现场转一转看看进度，这里一天一个
变化。”家住东官营子河旁的张先生说。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逐水而迁、傍水而
居，造就了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碧水绕
城、鱼翔浅底，正是城市活力的体现。

北票市东官营子河河道治理工程的建设
任务是建设成“水清、岸绿、景美”的绿色生态
环境工程。在宏观层面形成“一带”，串联“三
区”的总体格局，构建大黑山生态区、城市生
态景观区至白石水库生态区百里生态廊道。
中观层面按照各河段所处区位不同，将治理
河段划分为自然生态型—村镇型—城市型，
重点打造北票城市西侧生态屏障。微观层面
坚持功能控导，建成防洪安全、生态良好、生
物多样、环境优美的多功能复合型生态河
道。并结合各区特色，打造多处水生态、水经
济、水文化、水景观节点。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东官营子河综合整治工程的建设，不仅
体现在改善河道防洪问题、水环境问题、人居
问题等方面，更深层次的是要建设“经济强
市、文化名市、生态要市”，水脉是空间的轴
线，以河兴城是必然选择。东官营子河的开
发建设对提高城市品位、塑造城市特色、建设
区域性生态城市，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通
过东官营子河生态治理，可以使河流这一独
特的稀有水土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产
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建设人水和谐、天人合一
的美好家园。

“工程实施后，河道防洪工程体系将更加
完善，群众及企事业单位生命财产安全将得
到保障，在保证防洪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设置
水工设施，让河道保持最佳水位，增强河道两
岸的亲水性。通过科学合理的防洪及生态环
境规划，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土地价
值，吸引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北票市水
务局主要负责同志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未来的东官营子河必将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
线、内涵深厚的文化线、道路顺畅的交通线、
振兴发展的生态线。

李红霞 杨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