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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蔬菜种植面积16万亩、人均面积位居全
国首位，是我国北方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基
地；辣椒、番茄、黄瓜、韭菜等多个蔬菜品种，
通过以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为龙头的9家蔬
菜产地批发市场集群及4000余名“农业经济
人”，销往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京津冀
地区等300多个大中城市，年交易量占东北
三省三成以上，是影响全国的蔬菜集散中
心、价格形成中心及信息传播中心……这就
是北镇市，一处品种全、规模大、辐射广的设
施蔬菜产业基地。

6月18日，在北镇市中安镇姚家村菜农
刘丽家的大棚前，新采摘的豆角和泡椒正在
装车准备运往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刘丽
告诉记者，她家的10个冷棚共种植蔬菜10
余亩，年收入可达20余万元。

据了解，北镇市主要蔬菜品种有韭菜、
辣椒、茄子、番茄、豆角、黄瓜、甜瓜等20多
个，形成了“中安韭菜”“ 大屯甜瓜”“高山子
黄瓜”等“一乡一品”格局。全市共有9家蔬
菜产地批发市场，其中，窟窿台蔬菜批发市
场规模最大，年交易额达 18 亿元，赢得了

“南有寿光、北有窟窿台”的美誉。
北镇市设施蔬菜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

年代。近年来，北镇市大力推进蔬菜绿色
高质高效项目，推行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
技术规程，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蔬菜品质不断提升。目前，全市绿色食
品蔬菜认证面积达 1.9 万亩、总产量 9 万
吨。北镇市还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集
成推广以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的绿色
防控技术模式，健全投入品管理、生产档
案、产品检测等制度，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2023年蔬菜抽检合格率达到98%以上。

北镇市不断加强设施蔬菜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棚室结构升级换代，建设了一
批结构先进、配套设施完善的标准化设施
蔬菜小区；发展蔬菜保鲜、包装等采后处
理、冷链物流，支持蔬菜就地加工转化增
值；以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为中心，辐射带
动全市蔬菜产业基地建设，形成了以种苗
繁育、蔬菜生产、冷链物流、产品销售、休闲
采摘和“互联网+”等为主导的北镇蔬菜产
业发展新格局。

北镇蔬菜畅销全国300多个城市
陆 爽 本报记者 张继锋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道 近日，锦州市
发布了“2023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2024年行动计划”，旨在营造
全社会共同支持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浓
厚氛围。

2023年度锦州市生态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大气
环境方面，自2014年实行空气质量新标准以来，大
气环境质量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2023年达到或优
于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为291天，空气质量优良达
标率 79.7%；水环境方面，全市地表水水质状况良
好，无劣Ⅴ类水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
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标准；声环境方面，分别监测功
能区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
声环境质量较好。

锦州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2024年
行动计划的总体思路是：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一个总体目标；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完成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提高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水平4项重点工作任务；开展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海洋环境整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等
10个专项执法行动；推进清洁取暖改造项目运行、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等6个常态长效机制考核；建立推进问题整改“五
个一批”工作机制，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
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断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三治”并举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道 锦州地处辽西
走廊要冲，是唯一既有傍海廊道，又有大凌河廊道的
城市，积极打造辽西走廊文化品牌，是锦州动态传承
发展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日前，
锦州市在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
动锦州分会场上，以“辽西走廊文化”为主题，对外发
布3条研学旅行线路，分别为“傍海廊道之旅”“辽西
故道之旅”“古塔寻踪之旅”。

“傍海廊道之旅”通过游览笔架山（岛）了解潮汐
常识、笔架山天桥成因、陆连岛地质学知识，聆听笔
架山传说，通过赶海认知海洋生物。游客从一路滨
海风光再到湿地保护区，尽情欣赏鱼虾戏水、候鸟翱
翔，见证荒芜滩涂转变为绿苇红滩。

在“辽西故道之旅”，游客走入辽西古道，见证我
国古代遗存最大的佛殿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单檐木构
建筑——义县奉国寺，见证晚中生代热河生物群大
量珍稀化石，见证大棘城文化遗址……潜入探寻关
于辽代古建筑修复、古代政治形态演变，以及民族迁
移融合的古老历史文化。

锦州现存辽金时期古塔13座，在“古塔寻踪之
旅”，游客通过实地研学现存的古建筑，以“辽代古塔
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背景”，解读古塔建筑所包含的文
化交流过程及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脉络，培养历
史时空观念，提高审美能力和对艺术的兴趣。

新增三条辽西走廊
研学线路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道 年初以来，锦
州市高新区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改
革，采取一系列工作举措助力政务服务再升级。

高新区按照《2023 年辽宁省政务服务目录》事
项的权限划分、特殊环节、内部办理环节等24个点
位开展精细化梳理，将“进厅”事项按照最小颗粒化
摸清底数、厘清职责。截至目前，共梳理“7+1”类政
务服务事项618项，将事项的办理类型进行职能优
化调整，并初步确定了进驻方式。与此同时，出台

《高新区行政审批专用章代管使用规定》，对各部门
的审批用章采取集中管理，各部门充分授予窗口人
员审批权限，确保办理事项从受理到出证的“进口”

“出口”全部在大厅流转，让更多的企业和群众感受
到“只进一门、只跑一次”的便利。高新区采取“周通
报”监督机制，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坚持以问
题“倒逼”推动改革全面深化，杜绝体外循环审批问
题。通过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考核等举措，使
其业务能力、稳定性以及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高新区推进“实体化”改革
提升服务效能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023年以来，锦州市着力构建“14451”（打造1个多元化农产品供给基地，培育壮大4个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设4个省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提升5个农产品专业市场服务功能，2025年实现现代化大农业“种养加
销”产值突破1000亿元）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格局，着力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当年，全市一产增加值实现228亿元，同
比增长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

今年，锦州市锚定我省打造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目标定位，继续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
入开展强村富民工程，在加快农业升级、夯实农村基础、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切实举措，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道 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关百姓生活、社会稳定。为进一步服务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日前，锦州市在黑山县、北镇市、义
县、凌海市以及太和区5个果蔬主产区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集中行动。

据了解，本次监测行动结合锦州本地果蔬生产
季节性特点，分4个阶段展开，分别是5月中下旬、6
月中下旬、8月中下旬和10月上中旬。为做好各阶
段的抽样和检测工作，锦州市农业部门科学详细制
定抽样工作方案，主动与监测县（市）区协调沟通，了
解各地季节性果蔬产品的上市周期。在抽样过程
中，详细记录样品产地、种类等信息，确保样品可追
溯，并做好样品制备，以满足检测需要。技术人员严
格按照 GB23200.8-2016、GB23200.121-2021 等相
关检测标准，进行待检样品前处理，配制标样开展质
控，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其间，共检测甲胺磷、
氧乐果、倍硫磷、敌百虫等有机磷、有机氯及氨基甲
酸酯类农药残留参数80项。

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已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监测380批次，包括韭菜、番茄、西葫芦、芹菜以及
油桃、香瓜、草莓等16种应季地产果蔬产品，为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锦
州市将严格按照年度监测计划，做好后续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确保监测要求落地见效，维护
好人民群众“菜篮子”质量安全。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行动

锦州脚步JIAOBU

行走锦州XINGZOU

富民产业旺乡村满目新
——锦州市着力构建“14451”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格局纪实

本报见习记者 白复海

多措并举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6月的夏日，阳光明媚。记者走进黑山
县半拉门镇鄢家村潘德仁家的西瓜棚。棚
室里，一株株绿油油的西瓜秧整齐排列，长
势喜人。瓜农穿梭其间，忙着给瓜秧吊
蔓。“我家今年一共种了吊蔓西瓜 5 亩多、
8000 多株，预计产量在 5 万斤左右。”据潘
德仁介绍，他选种的吊蔓西瓜每年可种植
两茬，现在这棚西瓜是今春栽植的，预计6
月末就可成熟。届时，依托黑山县工商联
会员企业硕丰农业种植合作社，他家的西
瓜将销往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及周边地
区。7月份，他又可以栽种第二茬了。

鄢家村西瓜种植历史悠久，早在20世
纪80年代便已远近闻名。随着品种不断
改良、市场充分认可，如今的吊蔓西瓜在
市场上可谓是供不应求。年初以来，半拉
门 镇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锦 州 市 加 快 构 建

“14451”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体系要求，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鼓励农民种植吊蔓西
瓜，实现增收致富。目前，鄢家村、靠山
村、半东村等几个村，吊蔓西瓜种植面积
达到 7000 余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面
积达到5000余亩。

半拉门镇吊蔓西瓜特色产业的发展是
锦州市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技
指导，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的
具 体 实 践 。 近 年 来 ，锦 州 市 加 速 构 建

“14451”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格局，加快产业
升级，全面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建设农
业强市、食品产业大市和现代化大农业支
撑城市为目标，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打
造1个多元化农产品供给基地，培育壮大粮
油、畜禽、果蔬、水产品4个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全面推进黑山庞河、北镇沟帮子、凌
海大有、义县七里河4个省级农产品加工集
聚区建设，大力提升北镇窟窿台蔬菜、黑山
姜屯励家杂粮、小东绿源大牲畜、义县张家
堡花生、太和农副产品5个农产品专业市场
服务功能，计划到2025年实现现代化大农
业“种养加销”产值突破1000亿元。

目前，锦州市各县（市）区2024年耕地
耕种工作已陆续进入田间管理阶段，在乡
村田野间，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一栋栋日
光温室大棚整齐地排列在地头，豆角、葡萄
等蔬菜和水果已经挂满枝头，蓬勃生长，兴
业富民的美好生活画卷正铺展开来。

久久为功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同样是黑山县半拉门镇，当下正加速
推进总投资 3700 万元的黑臭水体改造项
目。记者了解到，年初以来，黑山县全面落
实锦州市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程要求，对110个重点村绘制环境整治作
战图，将街路、垃圾池、临时投放点、坑塘水
面以及包保人等相关信息标记在作战图
上，乡镇一张大网，各村有细化图，实行“挂
图作战”，做到任务清、责任清、进度清。

在距离半拉门镇35公里的太和镇，工
作人员抓住绿化栽植黄金期，集中力量打
造花卉景观路，在5500米的村镇公路沿线
栽植约6万株孔雀草等花卉。一株株鲜艳
的花卉，为太和镇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为
百姓带来了丰富的视觉感受。“沿路看到这
么美的景色，心情太好了，随地乱扔垃圾都
觉得臊得慌！”附近村民感慨地说。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农民的根
本福祉。今年以来，锦州市在大力构建现
代化大农业发展体系的同时，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持续推进农村
环境净化，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我们在全市9个县（市）区持续开展农
村环境净化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推进
农村垃圾分类减量，健全完善垃圾和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开展农村黑臭水体常
态化排查治理，深化公路、铁路路域环境净
化整治，杜绝河道垃圾反弹。”锦州市农业
农村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农村环境净化整
治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针对当下农村环境净化整治的核心症
结——农村垃圾治理常态长效机制如何建
立及运行的问题，锦州市将研究制定《锦州

市农村垃圾整治工作办法》，进一步明确整
治工作标准，按照每400人左右配备1名保
洁员的要求，全市配备保洁员3854人、宣讲
指导员1212人、监督员1.15万人、收集车辆
1758辆，实现农村垃圾重点区域日产日清，
一般区域三天一清；组织开展农村垃圾排
查整治，建立整治台账并实时更新；健全农
民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开展“最美庭院”“星
级文明户”评选，推行文明道德积分制，充
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切实保障农村环境
整治取得实效。

精准服务
拓宽强村富民渠道

从“快递下乡”到通过直播带货把农特
产品销往全国，近年来，农村电商的迅猛发
展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商时

代，一部手机就能连接城乡，打通产销，直
播带货成了“新农活”，越来越多的农特产
品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出村进城入户，农民
的收入也跟着芝麻开花节节高。

日前，记者来到义县留龙沟镇松山农
场电商直播中心，直播室内直播设备一应
俱全，主播和工作人员正在直播售卖新鲜
猪肉。据了解，松山农场成立于 2022 年，
总投资 200 万元，以黑猪养殖为主营业
务。为进一步扩大销路，松山农场建立了
电商直播中心开展线上销售，凭借产品肉
质好、无公害的特点，深受消费者欢迎，平
均每天销售金额 2 万余元，村集体收益
3000元。

农村电商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在产业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当前，锦州市农村电商快速发展，2023
年全市农村电商零售额实现16.4亿元，同
比增长19.8%。今年，为进一步推动农村电
商经济发展，锦州市将联合京东平台开展
农村电商县域巡回培训，计划培训1000人
以上，针对锦州地区农产品、日用品（商超
类）、3C数码家电、家居、服装服饰等，为企
业、个体工商户、返乡创业个人、大学生提
供“春晓计划”创业大礼包帮扶，组织网络
新媒体人士发挥作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此外，锦州市还以党建为引领，构建了
强村富民“五位一体”工作体系，着力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打通农村技能
人才培养通道、推动实施农民工劳务输出

“一县一品牌”建设计划、精准靶向式开展
专业的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全力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些举措因地制宜、服
务精准，实现了多方共赢、多效叠加的效
果。接下来，锦州市还将进一步探索农业
生产、加工、销售等全链条“以需定产”订单
式服务模式，实现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到

“车间”再到“舌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双增收。

北镇市菜农正在棚内采摘新鲜蔬菜，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陆 爽 摄

锦州益多乐乳品公司的养牛牧场是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奶牛挤奶全过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锦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锦州打造绿色水稻生产示范基地，以绿色种植带动增产增收。本报见习记者 白复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