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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发布促进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
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十条措施。

全省新发展设施农业10万亩

在要求抓好设施农业生产促进就业方面，
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发展，全省新发展设施农业
10万亩，继续利用种植业结构调整补贴政策，支
持新建规模化设施农业小区。对新建设施农
业，根据设施类型、建设规模等因素进行补贴。

带动中小养殖场户发展
推动生猪生产加快恢复

在推动畜牧业生产吸纳就业方面，推进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对生猪稳产保供工作的
支持力度，促进在建项目加快工程进度。引导
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带动中小养殖场户发
展，推动生猪生产加快恢复。2020年，对种猪场
和年出栏 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发生的流动资
金和建设贷款给予贴息补助，银行贷款贴息比
例原则上不超过 2%。统筹抓好牛羊禽等猪肉
替代品生产，扩大就业渠道和岗位。

发展现代渔业养殖扩大就业。全省新增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15万亩，强化渔业资源环境保护，促
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渔民收入，维护渔区稳

定。实施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海洋
捕捞渔民减船转产补助标准5000元/千瓦。

农业大县
一个县一个农产品加工集聚区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就业。持续实施农
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着力建设一批主营业务
收入超30亿元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农业大县一
个县一个农产品加工集聚区，沿海和中部地区
一个市一个农产品加工集聚区，推动 1000万元
以上农产品加工业项目建设，加快投资进度，重
点安排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认定休闲农业特色镇16个
特色村40个

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拓展就业方面，继续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壮大一批
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建设一批
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认定休闲农业特色镇
16 个、特色村 40 个，促进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
就近就业。

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入域就业。发展优势特
色产业，构建农业产业链，形成全省特色产业发
展“点、面、线”布局。着力建设1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 10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8 个
农业产业强镇、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 2 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吸纳返乡留乡农民工入园
入镇入域就业，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符合条件涉农生产
最高可申请20万创业担保贷款

落实个人涉农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拉动就
业。对农民个人（包括自主创业农民、返乡创业
农民工）在农业县区从事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结
构调整而新发展的规模化高效经济作物等涉农
生产，可申请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20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财政按规定贴息。

在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创造就业方面，依托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对返乡留乡的农民工开
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等技术技能
培训，实行分级分类差别补助，提升农民工转岗
就业能力。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创办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返乡
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能力。

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 服务面
积力争达到4000万亩次

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保障就业。积极

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面积力争达到 4000
万亩次，提升对小农户服务的覆盖率。通过政
府扶持、市场引导，促进各类服务组织拓展服务
范围，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帮助小农
户合理安排生产计划、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供
定制化、专业化服务，接受服务的小农户逐步提
升到 15%以上，保障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
就业。

优先安排返乡留乡农民工等
参与项目建设

实施农村工程项目稳定就业。推动已有
农村工程项目应开尽开，优先安排返乡留乡农
民工和建档立卡的贫困劳动力参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建设，支持全面
开展以村庄规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及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农村地膜
污染治理等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每个项目县资金额度不低于 2000 万元。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2020 年建设高标准农田 280
万亩以上。尽量安排农民投工投劳参与农村
工程项目建设。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我省认定休闲农业16个特色镇、40个特色村

促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到今年
年底，我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达 51.2%以上，省
内全国主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78%，地级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这是记者
从省河长制办公室获得的信息。

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建设美丽河湖
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是推动河湖长制从

“有名”向“有实”转变的关键之年。为打赢打好
美丽河湖建设攻坚战，我省提出今年河湖管理
达到岸线清、排污口清、垃圾清、水域清、水质清
的“五清”，以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达
标、河湖水质考核达标、河湖生态功能区恢复达
标的“三达标”工作目标。

河湖水污染防治是河湖长制重要任务之
一，也是我省河湖管理保护必须解决的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将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黑臭

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等工作，以消灭劣Ⅴ类水体为重点，加快推进重
度污染河流水质达标、巩固和提升，打好水污染
防治攻坚战。

除水质标准外，今年年底前我省还要全面
启动辽河流域生态修复工作、辽河干流防洪提
升工程；全面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河湖采砂
规划和水域岸线管理规划编制等工作；河湖“四
乱”问题全面销号，并实现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就社会普遍关心的非法采砂问题，我省提出
要通过强化推动河长湖长履职尽责，深入开展河
湖采砂综合整治。今年年底前，推动建立政府领
导、水利牵头、公安执法的协同机制，开展打击非
法采砂专项行动。探索政府统一的开采管理模
式，今年起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积累经验
并研究制定我省统一的开采管理工作办法。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近日，
记者从沈阳市沈河区教育局获悉，沈河区教师
进修学校信息化部和中学教研部合作，自行研
发的“沈河教育云平台——电子阅卷及学业评
价系统”正式上线使用，该系统主要用于沈河区
初中的月考、区内统考，七年、八年、九年期末考
试以及九年一模、二模考试的阅卷工作。

沈河区作为沈阳市的教育信息化强区，一直把
信息技术服务于教育教学放在信息化工作的首位。

沈河区教育研究中心教育研究办公室副主
任马明昕从技术服务角度介绍了该系统从立项
开发到正式上线，经过 9次考试验证，历经一年
半的时间。系统集成了考场排序、条码生成、扫
描答题卡、网上阅卷、数据分析、成绩推送等功
能。目前，系统累计用户已经达到 10000余人，
存储 30 万份答题卡，每次考试向教师推送约
3000 余份试卷分析，向学生推送约 3 万份学科
成绩报告单。为财政节省开支近20万元。

该系统的启用，是信息化服务于沈河教育

的一个新开端。沈河区教育研究中心教育研究
办公室副主任于永库介绍，系统大大提高了沈
河区大型集中考试的组织效率；通过系统可监
控的试卷批改工作进度，加快了判卷速度；在判
卷流程设计上与沈阳市中考判卷方式相同，在
一评、二评的基础上增加了三评，提高了学生试
卷得分的精准度；为所有学科教师提供数据分
析模型，保证数据分析的科学性；系统自动生成
的“一分三率”“分科分段统计”等各种分析报
表，以及各校考试成绩的横向、纵向对比数据，
对区内各校教学质量进行测评；为各学科教研
员、各校教学校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家
长提供精细化分析报告。

据了解，今后的沈河区教育信息化工作将
会逐步推进，以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为
服务对象，以各种教育教学应用服务为载体，共
同构建一个融合教育管理、教学研究、教师发
展、学生成长的智能化的管理平台，构建沈河区
教育信息化的新生态。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辽宁
省发布今年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
名单，共有161家企业上榜。不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或者弄虚作假的名单企业将责令
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将被处以 5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防范
环境风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日前，辽宁省
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辽宁
省2020年度第一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
名单”。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利用清洁的能源
和原料，采用清洁工艺，通过无污染或少污染
的生产方式，在科学而高效的管理组织下，生
产清洁的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第27条规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
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以下
简称“双有企业”），应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决定，
对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未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部分“双有企业”，开
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名单上的161家企业中，涉及16家沈阳企

业，包括紧固件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光电子器件制造等行业。

对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
审核重点就是有毒有害废物的减量化、资源
化、再利用。无法资源化再利用的，则要按照
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进行安全处置，实行转移
联单管理。据了解，列入名单的企业，应当在
名单发布起一个月内，在当地主要媒体、企业
官方网站或采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公布企业相关信息。一年内，企业要实施、完
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编写清洁生产审核报
告，并报所在地市级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局
备案。

列入名单的企业可根据自身技术能力，
选择自行开展或者委托咨询机构开展审核工
作，同时要健全清洁生产组织机构，建立清洁
生产管理制度。企业如未按规定公布重点污
染物产生、排放情况，将被责令公布，并可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企业如不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或在此过程中弄虚作假，不报告
或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将被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将被处以 5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经过
两个月的筹备实施，沈阳市沈北新区向社会
公开招聘的 100 名社区网格员上周末分赴 11
个新社区正式上岗。沈北新区首次尝试创新
的招聘模式，是该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
层下移，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的一次积极
探索。

近年来，沈北新区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
棚户区改造有序推进，常住人口数量激增。沈
北新区于今年 4 月份，按照科学合理、民主自
治、服务便民、资源优化的原则，对部分社区进
行重新规划设置，新增11个城市社区。

通过在掌上沈北、区政府网站发布“社区
喊你来命名”小程序、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
式，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命名，充分发挥了

居民“主人翁”意识。
5月份重新划分社区网格，按照300—500

户的标准划分一个基础网格，建立了“区-街
道-社区网格管理中心”的工作模式。由区财
政列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100 名社区网格
员，充实社区网格力量。

沈北新区民政局委托第三方智联招聘采
用线上笔试与线下面试相结合的新型招聘模
式，先进的线上智能考试系统，基于全新的AI
识别技术对考试过程进行实时监控，提升招聘
效率的同时，从技术层面保证了考试的公平、
公正、公开。

据了解，网格员招聘报名火爆，人数达
2000 余人，经过资格审查、笔式、面试和体检
等环节筛选，百名优秀岗位人才脱颖而出。

建设美丽河湖三年行动计划今年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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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河区自主研发电子阅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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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北新区百名网格员
赴11个新社区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