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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最北海岸线，在辽河入
海的地方，有一座被称为轻轻放在湿
地上的城市。独特的河海交汇地理
环境造就了浩瀚千里的芦苇湿地，孕
育了“天下奇观”红海滩。这里绿苇
红滩，稻浪金风、海浪银花、鸟浪如
潮，被人们誉为一幅绚烂多彩的美丽
生态画卷。

近年来，盘锦市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变“发
展保护”为“保护发展”，走出了一条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盘
锦绿色发展之路。

退养还湿
打造红滩绿苇的金色名片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辽河
口拥有中国高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
滨海芦苇沼泽区，是世界生态系统保
存最完整的湿地之一。芦苇生长对
水质要求不高，并对水体有强大的净
化能力。芦苇生长期内系统净化氮、
磷的能力分别为 92.3%和 88.5%。盘
锦市域内除水稻田外的各类湿地面
积达 2496 平方公里。广袤的湿地栖
息着各类野生动物 446 种，是丹顶鹤
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全球黑嘴鸥
最大种群的繁殖地、斑海豹重要产仔
地。

而红滩绿苇则是盘锦的金色名
片，百万亩芦苇荡一亩也不能少。近
年来，盘锦市委市政府对芦苇湿地实
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还义无反顾地
推行了“退养还湿”修复海域生态工
程。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养殖户在辽
河口湿地围海养殖。这虽给养殖户
带来短期经济效益，但对湿地植被、
近岸水质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近
年来，盘锦市引导养殖户转向国家鼓

励的海域开放式养殖模式。今年，盘
锦市“退养还湿”面积达4193公顷，加
上前期“退养还湿”的 1533 公顷，共
5726 公顷,占滨海湿地面积近 15%。
这一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滨海湿地
修复工程，对辽东湾生态恢复意义重
大。

建鹤类种源繁育基地
人工繁育丹顶鹤135只

辽宁省盘锦市拥有世界上面积
最大的芦苇荡，是丹顶鹤迁徙通道中
的一个重要停歇地。在茫茫苇海深
处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辽宁
鹤类种源繁育基地。

丹 顶 鹤 属 于 世 界 濒 危 珍 稀 物
种。当今全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数
量仅有两千多只。因此，多年来，人
们一直在积极探索通过人工饲养、繁
殖丹顶鹤，并进行野化训练，从而扩
大野生丹顶鹤种群。沈阳农业大学
毕业的赵仕伟来到保护区后，通过多
年的监测发现，盘锦地区是野生丹顶
鹤的一个主要繁殖区，上世纪九十年
代，有近30对野生丹顶鹤在保护区内
筑巢繁殖。经过反复思考，他大胆地
提出了人工饲养繁殖丹顶鹤的计划，
并得到了保护区领导的大力支持。
从1995年开始，赵仕伟将主要精力集
中到丹顶鹤人工繁殖工作上来。。

人工饲养的丹顶鹤繁育，唯一的

方法是人工授精、人工孵化、人工育
雏。人工繁育丹顶鹤在此之前业内
专家一直认为这是极其“高难的动
作”。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 年，盘
锦建成鹤类种源繁育基地，面积约
7000 亩，现有笼舍 3000 平方米，种鹤
笼舍 20 个、雏鹤舍 8 座、种鹤 20 对，
2016 年以来已成功繁育丹顶鹤 135
只，为丹顶鹤野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6月，盘锦湿地保护协会“自
然教育基地”在基地举行挂牌仪式，
既加强了科普宣教力度，又提高了群
众对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基
地每年都有上万只水鸟于此停歇、栖
息，并成为丹顶鹤、灰鹤等国家重点
保护鸟类的越冬或停歇场所，是保护

区内停歇丹顶鹤最大种群的栖息地，
最多时达500余只。

田庄台非遗小吃
传承盘锦味道

说起盘锦的美食，大家可能会想
到河蟹和大米，但其实田庄台非遗小
吃也是盘锦地域饮食文化的特色代
表。这里曾经久负盛名并流传下来
的经典小吃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餐
饮奇迹，是古镇的一个历史文化“品
牌”。在田庄台镇延续至今的商铺
里，大多都还传承着古老的经营之
道，这些老字号艺不外传，均为家庭
作坊的经营模式。由于各种原因，原
来数十种的小吃名点，目前流传下来
的有 30 余种，以老胡家烧鸡、刘家果
子铺等为代表的百年老字号使田庄
台饮食经济长盛不衰，是盘锦地域饮
食文化的特色代表。

为了深入挖掘、传承和发展“田
庄台小吃”传统手工技艺，盘锦市专
门成立了田庄台小吃文化研究会，帮
助 特 色 项 目 申 报“ 非 遗 ”和“ 老 字
号”。目前，田庄台镇有 31 项传统手
工艺项目被列入省、市、区三级非遗
保护名录，其中有 26 项属于“田庄台
小吃”系列。在2018年，凤桥酒厂、刘
家果子铺、宝发祥糕点铺、王家粘食、
宛三爷回回馆五家企业还获得了“辽
宁老字号”荣誉称号，同时，刘家果子
铺的“老五仁月饼”获得“辽宁金牌小
吃”荣誉称号。

“游在红海滩，吃在田庄台。”如
今，田庄台小吃已经成为盘锦市饮食
文化的一张特色名片，同盘锦大米、
河蟹一道成为地域饮食文化的特色
代表。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盘锦：退养还湿护卫蓝色海湾
打造绿苇红滩金色名片

碧海蓝天看辽宁③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通过设立文学人才培养基地，建
立辽宁文学创作人才储备库、对县乡
一级写作人才进行摸底排查等方式，
对不同的写作人才进行有计划的文
学创作指导，发挥出同地区基层写作
者的天然优势.

2020年，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所属辽宁文学
院先后在朝阳市和阜新市的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设立文学人才培养基地，利用
自身文学资源优势，加强对落后贫困地
区文学人才的培养力度，以文学的方式
助力脱贫攻坚。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朝阳、阜新地处辽西，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当地文学写作者众多，但存在
着水平低、质量难提升等问题。辽宁
文学院采取的“送文学导师下基层”
的文化扶贫方式，就是要让基层写作
者找到凝聚点，找到文学的家园，互
相学习，互相激励，互相促进。这种
在家门口授课的方式，能使当地乡镇
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受益。文学人才
培养基地的建设，将开启省市与村县
间的文学互通，聚合优势师资力量，

服务于社会基层文化建设。
阜蒙县文学人才培养基地的第一

堂课，请来了辽宁省作协原副主席、作
家、文学评论家高海涛。他为阜蒙县
文学爱好者讲授的是《文学：中国经验
与世界视野》。当地一百多名基层作
家和文学爱好者在现场聆听了这次课
程。课程结束后，授课老师还为学员
们进行了现场答疑。听课学员纷纷表
示，在文学阅读视野的开拓、写作技巧
的选择与运用方面，受到了很大启发，
获益匪浅；在朝阳市文学人才培养基
地，高海涛为学员准备的是散文写作
技巧与构思方面的课程。让学员体会
到创作上存在的差距，领悟到之前创
作上存在的误区，更明晰了今后创作
的思路和方向。

该负责人表示，辽宁文学院正在
着手建立辽宁文学创作人才储备库，
对县乡村一级的写作人才进行摸底
排查，针对不同地域创作特色，制定
不同的培训计划，有方向、有目标地
进行小而精的文学创作指导，充分发
挥出辽宁不同地区基层写作者的天
然优势。同时，辽宁文学院的文学人
才培养基地建设，还将向省内其他地
区延伸。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
报道 “以前办理这样的审批要在
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窗口排队递
件，最快也得一周才能办妥。今早
我们 9 点来，不到 1 个小时，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就拿到手了。”昨
日上午，“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创新服务模式在沈阳市浑南区启
动运行。

浑南区全面优化审批流程，整
合相关事项，破除行政审批的部门

“壁垒”，完成全区范围内“一枚印
章管审批”的创新改革，实现一个

机构、一枚印章统管全部审批事
项。

浑南区营商局局长张果介绍，
“‘一枚印章管审批’模式下，所有
相关部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即

‘浑南会客厅’，通过流程再造实现
审批事项整合和缩减，最大限度节
省企业办事的各方面成本。”

昨日,浑南区将 15个职能部门
的25枚审批用章全部封存，涉及审
批事项182个大项、253个小项。今
后在该区办理所有行政审批事项，
只需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一章

即可办妥。
同时，“浑南会客厅”也正式

启用。“浑南会客厅”颠覆固有的
行政审批大厅运行模式，打破柜
台窗口，取消排队叫号，以会客的
形式，让审批人员与企业人员面
对面、肩并肩，“零距离”交流，全
程领办；在交互方式上打破传统
的“窗口式”对立模式，代之以平
等协同的“会谈式”并行模式，在
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新型的合作
关系，弱化消除距离感。

辽宁文学院设立
文学人才培养基地
以文学助力脱贫攻坚

浑南会客厅暨“一枚印章管审批”正式启动

今年以来，辽宁省三级检察院
全面启动“命案受害家庭关怀行
动”，协同相关部门加大对困难命
案受害家庭的联合救助力度，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防止因案致贫、因
案返贫。截至7月底，已救助29户
52人。

据介绍，2019 年，辽宁省检察
机关办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大部
分被害人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失去

“顶梁柱”的受害家庭往往会因案
致贫、因案返贫，甚至生活难以为
继。今年初，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
定实施“命案受害家庭关怀行动”，
有效整合司法、社会救助资源，并

作为三级检察院的全年重点任务。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柳忠清介绍，开展“命案受害家庭
关怀行动”，不仅改变了检察机关
命案办案模式和司法救助方式，更
是降低命案引发的信访矛盾、次生
犯罪的务实举措。为此，当地出台
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实施命
案受害家庭关怀行动检察官工作
指引（试行）》，列出了《实施命案受
害家庭关怀行动多元化救助参考
清单》，主动融入社会保障体系，推
动形成辐射广、多元化、综合性的
救助工作格局。

此间，检察官们还积极与民

政、教育、残联、妇联等单位以及社
会公益组织对接，建立了联合救助
机制，对受害家庭实施多元救助。

2019年底，铁岭市铁岭县发生
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村民刘某夫妇
被害身亡，刘某70多岁的母亲以及
三名子女受伤。办案检察官了解
到受害家庭面临的现实困难后，立
即将案件线索移交给控申部门，并
将其纳入“命案受害家庭关怀行
动”。很快，检察官为受害家庭申
请到12万元司法救助金，及时交给
了受害人。

据新华社

辽宁启动命案受害家庭关怀行动

盘锦红海滩。 盘锦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