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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县三镇三村奏响丰收序曲

第一书记邀专家现场指导水稻插秧

第一书记邀请水稻、农机等方面专家到田间地头举办水稻插秧现场会。 受访者供图

沈阳“新民味道”商超对接交流会举办

沈阳市沈北新区举办
首届亲子戏剧节

公共文化服务“六进”活动
走进沈阳皇姑社区

本报讯 记者朱柏玲报道 日前，

“文明实践我行动”——公共文化服

务“六进”活动在皇姑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开展。辽宁省博物馆博游

季教育活动走进北塔街道军区社区，

为社区居民科普青铜器，并带来精彩

的青铜器文物拼插互动体验。

在本次活动中，辽宁省博物馆的

老师详细地科普了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及其历史意义。大家从中掌握了中国

古代青铜器器形、纹饰等相关知识，了

解了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收获了一段

轻松、愉悦的活动体验，拉近了邻里之

间的距离。

本报讯 记者王月宏报道 5月19

日，2024首届沈阳沈北新区亲子戏剧

节在中铁逸都童话秀场开幕。本次

亲子戏剧节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沈

北新区人民政府主办，沈北新区委宣

传部、沈北新区文旅广电局承办。5

月 19 日-9 月 30 日期间，欢迎广大市

民共鉴活力沈北文化盛宴。

乘区域发展之大势，绘沈北新区

之未来，2024年沈北新区首届亲子戏

剧节，以童话秀场为基，推动文化传

承，让文旅赋予城市活力，让文化更

有温度。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亲子戏

剧节还特别设置了小演员选拨、戏剧

培训、戏剧进校园。让戏剧走进生

活、走近大众，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接

触他们心爱的童话角色，与它们亲密

互动，感受童话世界的奇妙与美好。

据悉，沈北新区还将继续以“戏

剧+实景娱乐+沉浸互娱+成长空间+

戏剧教育”为核心，打造艺术体验和

亲子出游目的地，为沈阳居民文化生

活氛围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讯 记者金国建报道 18 日，铁岭

县“三镇三村第一书记水稻产业联盟”邀请

省市水稻种植以及农机农技方面专家到田

间地头举办水稻插秧现场会，专家们与种

植户面对面，传授水稻种植过程中的专业

知识和耕种新技术，解答各环节技术方面

难题，让种植户在家门口实打实地获得技

术提升。

在铁岭县中部水稻产业联合党委的大

力支持下，水稻插秧现场会邀请省农科院

水稻所科研专家、农机农技专家到现场，用

新农机、新技术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现场会上，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国栋强

调了春耕生产对于全年粮食丰收的重要

性，并鼓励大家积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商文奇深入田间

地头，对插秧温度、水层、密度等把脉问诊，

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新品种高超栽培技

术，基质育苗、精确定量（量化）施肥、机械

移栽同步侧深施肥、钵苗行栽机械化种植、

病虫害绿色防控、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等专

业知识。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多种类型机

械作业，对机械化助农有了直观感受，对秋

收“丰”景充满了期待。

“作为省农科院水稻所派驻干部，我将

依托农科院人才品种技术优势，引领带动

本村提高农业生产，将技术服务辐射至周

边村镇，促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阿

吉镇平安村第一书记付亮表示。

凡河镇五角湖村第一书记丛彦坤积极

筹划水稻宣传销售，“今后我们可以从宣传

入手，借助电商、直播等方式，拓宽水稻销

售渠道，将本地水稻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

优势，助力农民丰产增收。”

“技术指导及时有效是水稻增产丰收

的关键，今后我将利用农技专业知识，及时

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为村民水稻生产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省现代农业生产基

地建设工程中心派驻腰堡镇沙坨子村第一

书记说道。

“三镇三村第一书记水稻产业联盟”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发挥第一书

记资源优势，持续做好水稻生育、收割、

销售等各时期服务，共建区域优势产业，

共享科技成果转化，以实际行动扛牢振兴

责任。

市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现代

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凡河

镇、阿吉镇、腰堡镇负责农业的干部，五角

湖村、平安村、沙坨子村相关负责人及水稻

种植大户等50余人参加了此次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王琳报道 近日，2024 沈

阳“新民味道”商超对接交流会在中兴沈阳

商业大厦方城成功举办。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美团）、

中兴商业连锁超市、盛京百货集团、比优特

商业集团等 11家省、市流通企业和玖龙纸

业（沈阳）有限公司、十月稻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福来食品实业有限公司等 16

家新民市企业参加此次活动。

新民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粮食

产量全省第二，设施蔬菜、生猪、淡水鱼产

量全省前三。以秋实农业、十月稻田、福来

食品等企业为龙头，把一棵菜、一粒米、一

颗豆、一尾鱼、一枚蛋做成大产业，促进全

链条升级，做到每条链都有项目支撑、每个

环节都有一流央企民企带动，确保产品稳

定供应，品质安全可靠。

在稳固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新民市还

积极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讲好新民农产

品品牌故事，使农副产品由初级产品、粗加

工向精深加工、系列加工延伸，各类农副产

品不断上演“变形记”。小梁山西瓜、盼盼

食品走进了奥运赛场，众盟鸡蛋占领了香

港市场，新民酸菜进入了国际市场，全国农

高会、“辽品出辽”都展示出了新民农产品

的品牌形象。

未来，新民市将进一步探索建立常态

化的合作机制、长效稳定的供销关系，完善

“优势互补、功能互促、共建共赢”的现代食

品保障体系，助推更多、更优质的农产品走

进国内国际大市场。同时将继续为企业提

供更加优质的营商服务，高位推动、高端合

作，为新民域内企业与平台商、流通企业提

供更多的对接合作机会，从“供”“需”两端

发力，推动实现产加销无缝对接，全力推动

企业间更广泛、更多维合作。

海城于官村的甜瓜
预计年产利润200万元

这几天，海城感王镇于官村的村民忙

得不可开交，温室大棚产出的甜瓜销售到

全国各地，预计整体利润可达到200万元。

于官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新告诉记

者，于官村种植甜瓜已有近30年的历史，

村内土壤肥沃，再加上充足的日照、适宜

的积温，也为于官村甜瓜的生长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由于于官村的甜瓜产业越来越火红，

也吸引不少大学生回乡创业。李忠义就

是于官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去年他看好家

乡的农业发展的前景，回到于官村创业。

今年，小李与家人承包 12亩地，建起了 8

座温室大棚，收入较为可观。今年于官村

栽种的甜瓜面积达到了120余亩，亩产量

在 2500 公斤左右，预计利润可达 200 万

元。 本报记者 贾琼 文 受访者供图

朝阳县社科普及周
公益讲座引来22万人围观

本报讯 记者金国建报道 5月19

日，以“聚力攻坚之年攻坚之战 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朝阳县新篇章”为

主题的朝阳县第 22 届社科普及周圆

满结束。一周以来，普及周线上公益

讲座“社科讲堂”活动持续火爆，线上

直播间收看的观众已突破22万人次。

本届社科普及周于 5 月 13 日启

幕，由中共朝阳县委宣传部、朝阳县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朝阳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办公室和朝阳县融

媒体中心联合举办，采取线上直播与

线下活动同步的方式进行，线上公益

讲座“社科讲堂”活动共举办 5 场，相

继邀请6名社科专家学者走进朝阳县

融媒“掌上朝阳”APP，采取全程现场

直播的方式，就农业种植等广大群众

关心的社科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普及周活动除了线上科普讲座

外，还通过线下的读书活动、科普展

示、政策宣讲等社科活动，帮助群众

了解社科知识，掌握实用技巧，提升

社科普及的辐射力、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