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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近年来，随着我省农村民生全面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春节期间，我省各地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用锣鼓喧天和欢声笑语迎接新春佳节，赞美幸福生活。

上图：大年初五，在朝阳市凤凰山景区，当地群众组织舞龙、舞狮、踩高跷等
民俗表演，热热闹闹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左图：春节期间，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的群众集体表演踩高跷、扭大
秧歌和当地非遗项目“八锣八鼓”，迎接新春到来，抒发喜悦之情。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去年俺家水稻平均亩产1400斤，每亩地比
前一年增产50多斤。种地30多年，头一回产量
这么高，是科技让俺有了底气。”大年初五，铁岭
市铁岭县振义家庭农场主人刘振义说，自己这
个年过得特别开心。

今年51岁的刘振义是铁岭县凡河镇五角湖
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几年前，他和妻子受国家
惠农政策激励，成立了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与
农业专家交流……夫妻俩把心思全都用在了科
技种田上，逐渐成为村里的种粮大户。

“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俺更换了水稻主栽

品种，用上了水稻插秧侧深施肥、无人驾驶机械
插秧、宽窄行高光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节
水灌溉等技术，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刘振义说，

“就拿水稻插秧侧深施肥技术来说，以前都是人
工施肥，费工费时还施不均匀。用上新技术以
后，施肥精准又均匀，还降低了肥料用量，秧苗
长得齐、分蘖早，节本又增效。”

“还有宽窄行高光效栽培技术，一开始俺
还有顾虑，寻思这宽窄行栽培，减少了株数，怎
么还能高产呢？”刘振义笑着对记者说，“后来听
专家解释，俺才明白，宽窄行栽培的水稻田里通

风又透光，产出来的大米籽粒饱满，口感和卖相
更好。还有节水灌溉技术，过去俺以为种水稻
就应该大水漫灌，结果专家说不对，秧苗根系也
需要呼吸，适当减少用水反而能提高地温，增加
产量。”

去年，刘振义被评为铁岭市农业生产先进
个人。“那天，俺胸戴大红花、身披绶带接受表
彰，感觉特别光荣。”刘振义告诉记者，自己已连
续 3年被评为铁岭市农村实用技术人才，“为国
家粮食安全作贡献，就是俺们新时代新农民的
重要责任。”

科技种地让农民增收有底气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龙腾盛世开新运，春满神州庆
丰年。瑞龙迎春，辽沈大地处处欣
欣向荣。

下大力气整治村屯环境，擦亮
乡村全面振兴最美“底色”，抚顺市
抚顺县后安镇佟庄村在人居环境得
到全面整治后，成了村净、景美、人
和的美丽乡村，村民获得感、幸福感
大幅提升。

发展特色产业，丹东市北林农
业研究所通过推广种植技术，培育
草莓新品种带动农民增收，多彩草
莓变身“致富果”，映红了乡村的美
好生活。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从培育“土
专家”“田秀才”入手，撑起科技粮
仓。铁岭市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人才认定评审工作，刘振义已连续
3年被评为铁岭市农村实用技术人
才。他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新农民，

自己将继续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贡献。

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 ，我 省 各 地 各 行 业 喜 讯 频 传。
经济持续向好，产业工人收入水
涨船高……

好日子要有新追求，乡村全面
振兴，既要让农民富，还要让环境
美、更宜居，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鼓
起辽宁人腰包，要兴产业、靠科技，
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击 鼓 启 新 程 ，乘 势 逐 梦 行 。
2024 年是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的攻坚之年。我们要保持清醒头
脑和归零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乘
势而上、一鼓作气，以钢铁般的意志
攻坚克难；要以等不起的危机感、慢
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保
持“闯”的拼劲、“干”的激情接续奋
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日子越过越红火
狄文君

“这几天，是‘黑珍珠草莓’果色
由白转粉的关键时期，再过十多天，
果色就会越来越深，逐渐变成黑红
色。”大年初五清晨，丹东市北林农
业研究所负责人卜振涛来到位于振
安区汤山城镇龙泉村的草莓大棚，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们去年刚引
进的‘黑珍珠草莓’属于高端品种，
在有些地方要‘论个儿卖’，如果培
育成功并推广开，会给农民带来丰
厚的收益。”

在种植“粉玉草莓”的大棚里，
一粒粒草莓果实微粉中泛着青绿
色，这抹独特的玉色便是其名字的
由来。“别看这种草莓泛着青绿色，
好像还没成熟，但它口感好、产量
高，跟普通草莓相比，同样的种植面
积利润能翻倍。”2019年，丹东市北
林农业研究所引进“粉玉草莓”品
种，通过自动灌溉设施调控，农民用
手机就能定时定量浇水施肥。“三亩
半的大棚，一个人能同时控制6个，

不但高产高效，还节省了人力物
力。”卜振涛对推广草莓种植新技术
信心满满。

“今天一共有 500 多斤草莓要
发货，中午快递就来取货，咱都麻利
点儿。”在振安区汤山城镇榆树林村
5 组的“三色草莓”大棚里，负责人
李洪鹏一边查看着手中的订单，一
边叮嘱着装箱工人。走进大棚，一
股草莓香味扑鼻而来。摘下果实咬
上一口，口感比普通草莓软糯香甜
得多。“‘三色草莓’的高颜值和好口
感越来越被消费者认可，现在已经
供不应求。”李洪鹏忙碌中掩不住收
获的喜悦。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
方群众。“汤山城镇持续扎实推进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传统农业
向专、精、特、优方向转变，有效促进
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聚集小
农微力量，形成产业发展大动能。”
汤山城镇党委书记黄河清说。

多彩草莓变身“致富果”
本报记者 王卢莎

大年初五，鞍钢钢绳有限责任
公司的厂房里一派繁忙的生产景
象。宽敞明亮的车间里，工人在生
产线旁一丝不苟地操作着。

“公司现在实行计件制，干得越
多，挣得越多。跟前些年比，这两年
我月工资平均涨了两成。”车间里，
52岁的梁大维正操作着吊车，对原
料线进行酸洗。他笑着表示，以前
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工作起来没
动力。如今不同了，干起活来感觉
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大家都跟公
司一条心，力争创造更多效益。

这个曾经被认为“没救了”“不
行了”的企业，2023 年利润突破千
万 元 ，一 线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增 长
16.5%，被授予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最佳进步单位”称号，钢绳公司
成功“逆袭”的背后，是其以三项制
度改革为抓手，深化企业市场化改
革激发出的强大活力。

“我们坚持对接市场化要求，在
深入开展好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制

度两项改革的同时，着重推进收入
分配市场化改革，建立起‘一岗一
策’保一线职工收入基础上的精准
差异化薪酬绩效分配体系，浮动工
资全力向一线职工倾斜，打破‘高水
平大锅饭’，构建起职工与企业利益
紧密联结、相互促进的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钢绳公司党委综合
部负责人介绍。

改革中，钢绳公司结合实际，通
过实行生产车间计件工资制，在生
产管理系统植入计件工资标准，将
产量与绩效挂钩，真正让“拉车扛
活”的人“多劳多得”。

“告别‘死工资’，现在多生产一
吨产品，咱就能多拿一元多钱。每
天挣多少钱一算便知道，公开又透
明，对大伙儿的激励作用可大了。”
梁大维深有感触地表示，只有公司
效益好，员工的收入才能水涨船
高。新的一年，他将立足岗位，为公
司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市场化改革鼓了职工腰包
本报记者 刘家伟

进村，赏心悦目；入院，别致静雅……大年
初五，走进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佟庄村，一幅村
净、景美、人和的新春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平
整干净的柏油路延伸到家家户户门前，农家小
院优美宜居、墙体彩绘绚烂多姿，迎面走来的村
民有说有笑，细数着近几年村里的变化。

“村里环境好、空气好，条件不比城里差，我
哪儿都不想去，就愿意在这儿待着，住得舒心。”
提起村里的环境变化，65岁的张春英非常自豪，

“现在大伙儿素质高了，家家垃圾分类处理，房
前屋后都种上了花花草草，村子越来越美丽。”

环境之美“点亮”和美乡村。这些年，佟庄
村投入上千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村里的水
系、道路、旱厕、房前屋后环境等进行全面整治，
建起了停车场、民宿一条街、小游园，大面积植
树栽花，春夏季一进村就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优美整洁的环境，让这里“摇身一变”成为
休闲度假村，以好山、好水、好空气为名片吸引
八方游客。“春，踏青赏花；夏，登山戏水；秋，观
满山红叶；冬，戏雪滑冰。村里一年四季游客不
断。”贵林盛农大院民宿老板宋贵林说，自家的
民宿已经开了十多年。得益于乡村旅游的快速

发展，省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生意越来越好，
年收入有30多万元。

办农家乐、开民宿、销售农产品……如今，
佟庄村民宿总户数达到 70余家，近一半村民吃
上了“旅游饭”。村党总支书记张喜林介绍，佟
庄村2023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6150万元，人均
综合收入5.4万元。

产业兴旺“点亮”幸福乡村。张喜林说，今
年，佟庄村将根据本村现有文化资源实际情况，
建设抗联、红色、民宿三条主题景观路，让乡村
更美，让更多村民享受到旅游发展的红利。

村 美 业 兴 日 子 甜
本报记者 崔振波

“舞”出幸福年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
王优玲） 记者14日从住房城乡建
设部了解到，城镇房屋体检、房屋养
老金、房屋保险三项制度试点工作
正在加快推进。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
监管司会同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等近
日在北京召开城镇房屋安全管理三
项制度试点工作研讨会。会议指

出，建立三项制度是有效解决我国
城镇房屋安全突出问题、补齐既有
房屋安全治理体系短板的基础性制
度安排，对于统筹住房城乡建设事
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
指出，要努力提升品质、建设好房
子。提高住房建设标准，打造“好房

子”样板，为老房子“治病”，研究建立
房屋体检、养老金、保险三项制度，为
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狠抓任务落实，扎实
推进试点工作，加快构建房屋全生
命周期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切实提
高房屋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城镇房屋安全管理
三项制度试点加快推进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高敬）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截至2023年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明确的2164项整改
任务，总体完成率达79%。

2023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
五个省开展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了一批共性问题，并
通报了典型案例。同时，第二轮督察明确的整改工作也在扎实推进，一批重

大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取得明显进展。
据悉，2024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深入推进。深入开展第三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将在省域督察中统筹流域督察。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将是未来督察的重点。今年还要扎实推进督察整改，强化调
度督促和盯办抽查，推动形成管理闭环。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督察制度
规范。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整改任务完成近八成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3日电 水
利部近日发布 2024 年农村水利水电
工作要点，全力提升农村供水规模化
水平，2024年底力争全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 92%，规模化供水工程覆
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63%。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4年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各省
份要结合当地水网建设，认真谋划推
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依托大水源、
建设大水厂、接入大管网，优先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对城市供水管网无法
延伸覆盖的地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

规模化建设，压缩分散用水户规模，鼓
励集中供水工程联网并网、联调联供。

与此同时，推进小型供水工程规
范化建设和改造。对无法纳入城乡供
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的地区，统
一建设和改造标准，因地制宜推进小
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规范
管理和服务机制。

此外，强化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
护。出台加强农村供水县域统管的通
知，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一管理、
统一运维、统一服务。力争2025年前
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今年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