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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贸试验区到自贸港

中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9 月 28 日，记者从省乡村

振兴局获悉，《辽宁省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日前印发，围绕进一
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推动脱贫人口持续增收进行规划，并要求确保全省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年度增幅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幅。

实施增收帮扶，前提是摸清底情。《方案》要求，严格落
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市县要将低收入和收入
下降脱贫人口作为重点，全面摸清两类脱贫人口的总量规
模、分布特点、人群特征和收入变化原因，精准制定帮扶清
单和措施，并实行“一对一”精准帮扶。对收入下降的脱贫
人口要制定增收计划，优先安排帮扶力量。对低收入的脱
贫人口开展资源资产、收入结构、增收渠道等情况综合分
析，实施多渠道叠加增收措施。对因灾或突发意外造成严
重困难的农户，要第一时间采取帮扶措施。

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是防返贫的关键。我省明确，要抓
好就业帮扶增收一批，统筹用好就业帮扶政策，确保全省脱
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推动转移就业劳动力从简单重
复型、低收入行业向技能型、合理薪酬行业转移，从临时短
期务工岗位向长期稳定务工岗位转移。主要举措包括：落
实跨省务工交通补贴政策并简化程序；推广“企业+就业帮
扶车间”，增强对县域内脱贫人口吸纳能力；对弱劳动力和
半劳动力脱贫人口，要调整优化公益性岗位予以帮扶；扩大
涉农项目以工代赈实施范围，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地就近
务工等。

在产业帮扶增收方面，要做好辽宁“土特产”文章，因地
制宜培育一批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对有发展产业条件的脱
贫人口，要加大到户帮扶项目的支持力度，采取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方式，积极引导脱贫人口结合实际发展庭院特色
种养、手工、休闲旅游等乡村特色产业。对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等帮扶产业项目，要落实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通过多
种手段把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脱贫户纳入产业发展之中。
发挥科技特派员、产业技术专家组等的作用，强化科技赋能
帮扶产业增收。加快 17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优势
产业集群建设，建成一批农业产业强镇，引进培育一批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此外，要抓好金融帮扶、政策兜底、社会帮扶、经营性项
目资产帮扶等增收工作，完善分配机制体制，切实提高脱贫
地区的脱贫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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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充分
利用在本区举办的《决战决胜——辽
沈战役历史陈列展》在党史学习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大连市旅
顺口区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村

（社区）等现场开展情景党课学思想、
强党性。截至9月28日，在不到1个
月的时间里，参与人数已突破 4.5万
人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旅顺口区充分发挥区域内红色
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出系列微课、视
听课、情景课，通过交互式、体验式
现场活动，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确保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用好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
“一座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旅顺口
区内有25个省、市、区级党员思想教
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题
教育开展期间，旅顺口区设立了旅顺
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胡家村东北地
区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展馆等多
条红色教育路线，推出视听课、情景
课。截至目前，全区233个基层党组
织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

生活活动进行了参观学习、现场实践
教学。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旅顺口区深入挖掘本地革命烈士金
伯阳、隐蔽战线优秀战士刘光典的事
迹、精神内涵、旧址遗物等红色文化
资源打造“红色 IP”，通过“云课堂”
开展案例式、情景式教学。举办“传
承红色基因 弘扬英烈精神”主题讲
座，邀请烈士后人授课，417 人现场
参加，2 万名党员干部同步线上收
看。在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举办《长
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四渡
赤水》展览，目前参观人数已达到40
余万人次。

建好红色阵地，释放红色力量。
旅顺口区充分利用“一老一幼服务中
心”、爱心驿站、网格驿站等特色党群
服务阵地，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特别
是新就业群体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
位作贡献。截至目前，全区“一老一
幼服务中心”组织老年党员开展理论
学习共计859人次，47名新就业人员
到爱心驿站参与主题教育教学活动，
165 名新就业人员到党群阵地报到
参与“网格员移动小助手”等基层社
会治理活动。

大连旅顺口区围绕凝心铸魂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用好红色资源
增强党员干部党性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热
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美食巷，翻转抻
拉、绳线塑形的百艺园，扭浪逗俏的
秧歌高跷……连日来，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多彩非遗 点亮
生活”传统技艺主题展在沈阳市丁香
湖公园举办，扮靓节日文化空间。

主题展秉承“让非遗融入百姓生
活”理念，选调极具观赏性、互动性、
体验性、趣味性的传统技艺、群体项
目走进景区进行展示展演。这些项
目以接地气、聚人气的饮食类和手工
技艺类为主，包括老边饺子、马家烧
麦、海城馅饼、剪纸、面塑、绳结等，共
40 余个非遗项目 200 余名传承人参

与其中。
在传统技艺展示区，有与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传统饮食、酿酒、剪纸、
刺绣、盘扣等手工技艺类项目参展，
民俗小屋、手工作坊等融入街景布展
中。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推介
项目、普及知识、展销作品，游客在逛
街休闲的同时与传承人零距离互动
交流，参与体验手工制作、品尝美食
佳酿。

在巡游展演区，每天都从高跷、
秧歌、辽宁鼓乐等项目中选择出国家
级项目进行定点展演、绝活展示和踏
街巡游，聚集人气，烘托欢乐喜庆的
节日气氛，让非遗“活”起来、“火”起
来，让人们过一个有文化相伴、有非
遗共庆的中秋国庆佳节。

多彩非遗扮靓
沈阳节日文化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 日电
（记者魏玉坤 潘洁） 国家统计局
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
327042 亿元，同比增长 3.2%，增速
比1至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其
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9%，比
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表示，我国制造业正处在结构调整
优化阶段，部分行业面临产能调整
和产品结构升级，而新兴行业发展
向好，投资增长动力较强，对制造业

投资的支撑作用明显。前8个月，制
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9%，增速比1至
7月份加快 0.2个百分点。其中，装
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4.3%。在新能
源汽车发展向好的带动下，前8个月
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19.1%。

统计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势良好。前 8 个月，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1.3%，增速比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高 8.1 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2%，增速比制造业投资高 5.3 个
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

长11.5%，增速比服务业投资高10.6
个百分点。民生相关领域投资持续
增加。前 8 个月，电力、热力、燃气
及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投 资 增 长
26.5%，农业投资增长10.4%。

“近期，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的措施，对于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将会发挥积极作
用。”付凌晖说，下阶段，随着政府投
资和政策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稳
定房地产市场政策逐步显效，投资内
生动力有望增强，投资结构将继续
优化，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
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

乡间喜丰收乡间喜丰收

收获季 笑开颜

金扁担，稻满仓；白酒香，秋收
忙。“双节”假期，在沈阳市法库县大
孤家子镇半拉山子村，第六届辽宁
特色白酒小镇旅游文化节暨农民丰
收节现场节目不断、游人如织，北京
游客王静说：“按照秋季游推荐线路
走，我们不但欣赏到乡村丰收的美
景，品尝到新鲜的水果，还真切感受
到独特的民俗文化。真是慕名而
来，满载而归！”

辽宁特色白酒小镇是“秋韵情
意浓”2023沈阳秋季游五大主题活
动之一——“丰收沈阳—秋实果香”
的特色场景，位于10条欢庆丰收之

旅推荐线路上。火红的辣椒、晶莹
的葡萄、金黄的地瓜……100 余种
特色农副产品，在现场形成了“晒
秋”民俗景观，引得游客纷纷赶来

“打卡”，农户脸上更是乐开了花。
大孤家子镇镇长范侃侃说：“迎来了
游客，村民腰包也鼓了。”

中秋，是辽沈大地丰收的时节，
也是色彩斑斓、风景如画的季节。
沈阳市以“旅游+文化+农业”模式，
在各地举办采摘节、丰收节、露营
节、花生节、垂钓节等特色活动，同
步推出欢庆丰收之旅线路，开通乡
村旅游免费直通车，在满足市民、游

客文旅需求的同时，推动品牌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助力乡
村振兴。

金灿灿的稻田一望无际，位于
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单家村的稻
梦小镇一派丰收景象。市民、游客
在观赏稻田画的同时，参加秋收体
验、稻米小课堂、丰收音乐派对、稻
草服饰草编体验、新米小锅饭试吃
等活动，吃、住、娱、乐、购“一站式”
体验锡伯族文化风情。稻梦空间
总经理赵爱军笑着说：“不到 4 天
时间，我们已经接待游客 4 万余人
次。村民忙得不亦乐乎，小镇一房

难求。”
“丰景”吸睛，创意“出圈”。在

康平县北四家子乡辽河喜鹊湾露营
公园举办的 2023 首届沈阳（康平）
露营文化旅游节持续升温，每天接
待游客近千人次。游客品尝着网红
产品“一杯辽河水”咖啡，“零距离”
探秘辽河，在丰收的季节享受自然
之美。乡村游的“遍地开花”是沈阳

“双节”文旅市场的一个缩影。据统
计，假期前三天，沈阳市累计接待国
内游客 481.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4.9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4.06
亿元，同比增长374.27%。

晒秋时节好“丰景”美丽乡村迎客来
本报记者 陶 阳

国庆节期间，秋高气爽。走进
位于辽阳市辽阳县下达河乡大西沟
村的辽宁天成林蛙养殖基地，13栋
林蛙养殖大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蛙
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还有一个月，林蛙就要出栏上
市了，13栋大棚存栏260万只，收益
可期，三年努力终于迎来大丰收！”
养殖基地的主人邵大成兴奋地说。

林蛙是东北绿色原生态特色产
品，林蛙养殖对环境、水质、土地、空
气要求都非常高。下达河乡位于汤
河水库周边，环境得天独厚，非常适

合林蛙养殖。2020年，经过深入研
究与探索，下达河乡决定在大西沟
村引进发展林蛙养殖产业，邵大成
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林蛙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大西沟
村及周边地区村民致富。下达河乡
党委书记王洪巍介绍，辽宁天成林
蛙养殖基地在本行业位于全国前
列，带动上下游十余家企业参与到
产业中，并带动 150 余名村民致
富。首届林蛙节更是吸引了辽宁、
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等地的客
商前来投资考察。王洪巍表示，今

年是首届林蛙节，以后每年都会举
办，目的是让小林蛙发展成为大产
业，全力打造“中国林蛙第一乡”。

据介绍，近年来，辽阳县下达河
乡持续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从
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产业升级，鼓
励农民迈出创业增收新步伐，助力
乡村振兴。除了林蛙，养蚕、豆腐制
品加工、大果榛子等产业也远近闻
名。得益于特色农业的带动，国家
3A级景区龙峰寺、陶源谷小朴农场
等景区都成为周边城市乡村旅游的
网红打卡地。

蛙声报丰年 林蛙成“金蟾”
本报记者 许 刚

硕果累累的金秋，正是花生收
获的季节。铁岭市昌图县 45 万亩
花生长势良好，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的景象。

近年来，昌图县凭借地域资源
优势，大力推广花生种植。在花生
种植面积最大的古榆树镇，牛国花
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近两年体会到了
科学种田的好处。

“7年前，我们花生亩产最多只
能达到 600 多斤，现在合作社花生
亩产900多斤都很常见。”牛国花生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牛国介绍，
花生产量的提升，得益于合作社与
辽宁绿丰花生玉米研究所的合作。

辽宁绿丰花生玉米研究所由沈
阳农业大学农学院专家曹敏建创
办。9年前受昌图县邀请来到古榆
树镇研究花生新品种与新技术。多
年来，曹敏建团队结合昌图的气候、
土壤等条件，杂交培育出多个粒大、
高产、质优的花生原种，把这些新品
种推荐给周边农户，还走进田间地
头传授种子包衣、抢墒早播、配方施
肥、秸秆成熟等先进的种植技术。

良种搭配良技，昌图花生形成
的特色产业集群，吸引了山东和辽
宁企业加入。“现在，昌图已成立花
生产业协会，指导更多农民开展规
范化生产，努力叫响‘昌图花生’品
牌。”曹敏建说。

良种配良技
结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王晓波 金秋时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招束沟镇地宫村迎来丰收，村里近
6000亩梯田片片金黄。田间地头往
来穿梭的农机和点缀其间的农民共
同构成一幅农业现代化丰收图景。

10 月 2 日，记者在地宫村一处
梯田看到，收割机驶过，一排排玉米
连秆带穗被卷入机器中，不到半小
时，一整块地的玉米就收割完毕。
正在指挥收割机作业的地宫村村民
张贵江告诉记者：“以前的秋收远没
有现在这样省时省力，过去这片都
是坡耕地，春播秋收全靠人力畜力，
亩产也就1000斤出头。”

过去，招束沟镇地宫村农田以
坡耕地为主，坡耕地跑水、跑肥、跑
土，机械化作业难度大，成了当地农
民最大的心结。今年年初，通过高
标准农田建设，地宫村近6000亩坡
耕地被修建成层叠的水平梯田，给

“靠天吃饭”的农户带来了新期盼。
张贵江高兴地说：“梯田建成

后，我们可以开农机到地里干农活
了。土壤条件改善以后，亩产能达
到1700斤以上。”

近年来，阜新以治理保护和开发
利用水土资源为基础，以拦截微径
流、兴修土坎梯田和改造坡耕地为重

点，以实现粮食安全为中心，对水土
流失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巩固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阜新市水利事务
服务中心水土保持工作部部长李宏
伟介绍：“针对阜新坡耕地量大、水
土流失严重的特点，我们积极开展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使‘跑土、
跑水、跑肥’的‘三跑’坡耕地变成

‘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梯田。”
如今的阜新，沃野披金、梯田交

错、“丰”光无限……大片的高标准
农田“托稳”了农民稳产增收的信
心，一片片坡耕地正在变身新粮仓。

“三跑”坡耕地变身高产增收田
本报记者 田 甜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我省各地庄稼作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秋收景
象，各地群众通过不同方式庆祝丰收。

图①：在丹东东港市北井子镇徐家坨子村，干部和群众在稻田美景中欢庆丰收，歌颂祖国。
图②：在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龙泉村，村民捧着新收获的地瓜，笑得合不拢嘴。图③：在位于大连
金普新区登沙河街道的拓峰葡萄园里，果农端着满筐的“阳光玫瑰”葡萄喜笑颜开。

本组图片由本报特约记者 刘海东 宋永昆 朴 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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