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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JUJIAO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 见习记
者王姝佩报道 设立专项资金对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给予工作补助，推
动非遗分类保护和开发利用，注重
非遗融合发展与传承……日前，营
口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营口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由营口市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经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成为我省首部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法规。

此前，《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条例》于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2019年 10月 1日，《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纪国红说，与这二者相比，《营
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建
立非遗传承工作补助制度，强化非遗
保护资金支持以及推动非遗分类保
护、开发利用、传承和融合发展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条例》共 20 条，突出资金保护
非遗，明确建立非遗经费保障机制，
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对非遗项目
的保护、传承人的发展以及非遗的宣

传交流、艺术创作、人才培养等提供
有力保障。同时，明确建立非遗传承
人工作补助制度，补助标准和发放管
理办法由市、县（市）区政府制定，对
本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人每年给予工作补助，并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适时提高标准。

《条例》推动非遗分类保护、开发
利用、推广传承和融合发展。重点对

“丧失传承人、客观存续条件已经消
失或者基本消失的，对濒临消失、活
态传承较为困难的……”等五种情况
的保护作了规定。同时，支持非遗进
课堂、进校园开班授课，培养非遗传

承人才。《条例》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
发展，支持非遗融入景区、度假区、历
史文化街区、特色小镇、博物馆、文化
馆等，推动非遗融入传统节日和民俗
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推介，在全
社会营造了解非遗、尊重非遗、弘扬
非遗的良好氛围。

据悉，营口现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22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 4 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7
项，市、县两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11
项。营口市通过立法保护非遗，凸显
了营口对保护、传承与弘扬历史文化
的重视。

我省首部地市级非遗保护法规出台

设专项资金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补助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王
杖子’蜜薯已经小有名气，被评为朝
阳名优特农产品。”站在大屏幕前，
朝阳市双塔区他拉皋镇王杖子村村
委会副主任王守会向与会人员推介
辽西蜜薯脱毒种苗项目，“预计明年
红薯苗销售 4000 万株，年利润在
160 万元左右。现寻求 300 万元的
投资合作，共同培育脱毒种苗。希
望有志之士与我们一起共创这份

‘甜蜜’事业！”
12 月 18 日，由朝阳市委组织

部主办，双塔区委、区政府承办的
全市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推进会暨双塔区村级招商项目推
介 会 举 办 ，吸 引 了 来 自 全 国 的 商
会、协会、社会组织、投资机构和
市 直 有 关 部 门 相 关 领 域 专 家 110
余人齐聚一堂，“揭榜招贤”，合作
共赢。

近年来，朝阳市高度重视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坚持选
优配强村书记，致富带头人比例达
90%以上。深入开展“党群共同致

富”活动，建立产业联合党委 62 个，
带动村集体和群众增收近亿元。特
别是全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工作推进会召开后，朝阳市将会议
推进与项目推介有机结合，引进社会
资本，助推产业发展。

本次活动重点推介代表双塔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10个产业
项目，包括特色果蔬种植基地、食品
深加工、新品种培育、绿色种植、生态
养殖、观光旅游等。

参会企业和商会反响热烈，朝

阳企业联合会会长牟山岐表示：“这
里的资源与政策太有吸引力了，我
们看到了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的巨大
潜力。”

经过前期深入接触，现场签订
合作协议 12 项，合作金额达 5000 万
元，涵盖农产品深加工、农业技术合
作、土地租赁等领域，将全方位延伸
当地的农业产业链条。相关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承诺，将全力为农业产
业项目保驾护航，确保招商成果落
地生根。

朝阳办推介会为村集体经济“揭榜招贤”
现场签订合作协议12项，合作金额达5000万元

12月19日，沈阳市的室外最低气
温降至-14℃，但人们就是喜欢在这
样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去赶大集，在热
闹的大集里感受人间烟火气。

造化大集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造化
街道，每月逢尾数 3、6、9 的日子是集
日。19日一大早，很多农民和商贩从
四面八方赶来，带来新鲜的肉蛋果蔬、
干果、蘑菇，还有小吃美食、果树苗木、
生活用品、农资等。目前，造化大集有
商户近600家，从业人员超3000人，带
富了种植、养殖、屠宰、销售整个链条。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逛冬日大集
感受烟火气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近
日，海城市第二届西柳棉服购物节
圆满收官。在为期 3 天的购物节
中，来自西柳服装产业集群的千余
商家及数十个西柳名优棉服品牌集
中参展，成交额达 450 万元，意向订
单额达 700 余万元，点燃了冰雪季
的购物热潮。

冬日里的西柳中国商贸城和西
柳服装市场内热闹非凡，商家纷纷
推出促销活动，激发了消费者的购
物热情。各种款式的超低价位棉服
不仅吸引了本地顾客，也引得外省
市客商纷至沓来。据不完全统计，
仅棉服节开幕首日，便成功吸引了
超 500 名外省市采购商前来洽谈选
购。近年来，西柳倾力打造“中国棉
服名镇”这一金字招牌，在中国棉服

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买全
球、卖全球”的强大营销格局。如
今，围绕西柳市场集群已凝聚棉服
生产加工企业 800 余家，年产量达
2.2亿件，年产值约 130亿元，从业人
员近 2 万人，各类精品棉服畅销全
球，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

此次棉服购物节，不仅激发了消
费活力，壮大了西柳纺织服装产业，
促进了市场集群繁荣发展，擦亮了

“中国棉服名镇”的金字招牌，更是一
次棉服节与冰雪产业深度融合的盛
会。活动通过展示和推广高品质棉
服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保暖、时尚、
舒适棉服的需求，也为冰雪运动爱好
者提供了优质的装备选择，让“北纬
40度、海城质造”西柳北派服饰的市
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西柳棉服购物节
3天成交450万元

记者观察 GUANCHA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今
年前 11 个月，丹东市进出口总额完
成 155.2 亿元，同比增长 1.3%，实现

“转负为正”。日前，记者从丹东市商
务部门获悉，丹东外贸在攻坚之年画
出了一道向上运行的曲线。

今年以来，受外部多重不利因素
影响，丹东市外贸进出口持续承压运
行。丹东市商务局等部门跑在企业
前、做好服务员，着力推进重点项目
落地生根，瞄准困难、堵点靶向发力，
力促外贸进出口 8月、9月、10月连续
3个月实现增长。

丹东市制定《“大干 70 天，冲刺
四季度”攻坚外贸进出口工作方案》，
组建专班，紧盯哈曼科技、日牵物流、
韩瑞汽车部件等 14家有较大增量的
重点外贸企业，现场调研、靠前服务、
跟踪调度，确保 2.3 亿元进出口增
量。丹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及

分管领导多次带队赴海关总署、大连
海关沟通协调，为丹东互市贸易与落
地加工争取有利政策。在多方努力
下，今年 2 月，国门湾互贸区恢复通
关，进口额超 6000万元。同时，为丹
东大豆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豆进口项
目提供保障，协助企业取得相关手
续，完成枯水期卸载、清关，预计全年
实现 10亿元进口增量。

此外，丹东市在服务企业、开
拓市场上下功夫。组织百余家企
业参加日本大阪自办展、印尼汽配
展、中俄博览会、进博会、辽洽会等
重 点 境 内 外 展 会 ，助 力 农 机“ 出
海”，达成意向金额 2.2 亿元。通过
跨 境 电 商 等 新 业 态 、新 平 台 实 现

“外贸破零”。截至目前，全市有
200 余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阿
里巴巴国际站内交易额达 1190.3
万美元，同比增长 17.4%。

丹东外贸实现逆势“转正”

冬日里，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
万家屯村的蒜苗大棚内春意盎然。记
者走进大棚，一股浓郁的蒜苗香扑鼻
而来，郁郁葱葱的蒜苗长势喜人，村民
正忙着种植、采挖、去泥、捆绑、装箱，
丰收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据村委会委员万鹏介绍，万家屯
村的蒜苗按照绿色无公害标准生产，
每年能收割10茬。现在，全村有100
余户农民种植蒜苗，他家就有蒜苗种
植大棚 8个，年产 60万斤，纯收入约
50万元。

近年来，高桥镇党委不断调整优
化种植业结构，引导农民科学化、规
模化、专业化种植。万家屯村积极发
展棚菜富民产业，成立绿丰蒜苗儿专
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广泛种植，并提
供统一技术指导和销售服务。全村
现有蒜苗大棚 300 余栋，年产量达
2000余万斤，产值达2亿元。万家屯
村蒜苗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内
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区。

刘 丹 李 爽 文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万家屯蒜苗产业成气候

“现在的最大难题是产能跟不
上，我们生产的花生烤果根本不够
卖！”12 月 18 日，兴城市红崖子镇西
二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曹艳山有了新

“烦恼”。
头 些 年 ，他 烦 恼 的 是 花 生 卖

难。尽管该村坐落于全省知名的
花生产业小镇，但由于产品没有深
加工，村民主要卖带皮花生和花生
米，不仅价格上不去，还不好卖。

“每年丰收的时候，村镇上空都是
花生皮，暴土扬长的。”不少村民对
此颇有抱怨。

早在 1920年就开始种植花生的
西二台子村，全村有村民 1500户，超
500人从事花生相关产业，花生种植

面积超 2 万亩，年产量达 7000 余吨。
随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花生卖难问
题越来越紧迫。

2017 年，西二台子村党支部组
建了花生种植合作社。2021 年，村
里与辽宁正业集团合作，生产“友仁”
牌花生烤果。“我们借助企业的场地
和销售团队，共同购买设备，利润五
五分成。”曹艳山说，“在线下批发市
场和商超进行销售，村里花生的销路
逐渐稳定下来。”

“今年受洪灾影响，用我们的话
来讲就是花生的‘小年’，产量约
6300 吨，带皮花生 3 块钱一斤，花生
米能卖到四块一毛钱，产量和价格与
往年相比都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

烤果依旧畅销，480克的烤果能卖到
九块九。”曹艳山说。

2024 年年初，在杭州参加展会
时，曹艳山看到了先进地区的网销
火爆场面。如何借助直播电商为花
生烤果打开销路，成了他思考的新
问题。

“以前，我们的烤果是大包装，
2.5 公斤一袋。有个老乡建议，把
烤 果 改 成 小 包 装 ，做 成 即 食 零
食 。”曹 艳 山 说 ，“ 我 们 研 发 了 蒜
香、核桃和原味烤果，联系了直播
达人的销售团队，将小包装烤果链
接挂在直播间内。没想到，第一次
线上销售，短短 20 秒，2 万单就销
售一空！”

无奈之下，曹艳山只好将网销限
量。为扩充产能，今年，西二台子村
添置了两台自动打包秤，每台每天可
打包 5吨烤果。“马上，我们要再买十
几台自动打包秤，增加产能。另外，
还要研发陈皮口味的烤果，现在正在
和广东那边的陈皮供应商谈合作。”
曹艳山说。

烦恼是成长的阶梯。今年，西
二台子村集体经济收入 27 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超 2 万元，成了葫芦
岛市特色产业明星村。“明年，我
们与辽晟花生油脂有限公司合作
的榨油项目即将投产，到时可能会
面临更大的产能‘烦恼’。”曹艳山
笑着说。

2万单烤果20秒售罄，满负荷生产仍供不应求——

一个百年花生专业村的新“烦恼”
本报见习记者 孟祥畔

本报讯 记者张霖报道 12 月
12 日，由盘锦市政府、省农业科学
院、沈阳农业大学主办，以“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重塑”为主题的优
质稻米品鉴会在盘锦举行，来自全省
14 家企业的 16 个品种、20 个品牌参
加了此次品鉴会。

据介绍，盘锦处于世界公认的
“黄金水稻带”，全市水稻种植面积达
164万亩以上，年均产量在100万吨左
右，约占全省水稻产量的1/4，是我国
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和优质稻米生产
基地，在全国率先推出稻蟹共生立体

生态种养模式，全市稻蟹种植养殖面
积达95万亩，被誉为“中国生态稻米
之乡”“中国稻蟹之乡”，品牌价值达
606.82亿元，居我省区域品牌榜首。

在品鉴会现场，不同品种的大米
经称重、淘洗、蒸煮，被做成香喷喷的
米饭。经过现场20余名专家的两轮
品鉴，现场打分，“沈农 922”“盐粳
476”“北粳 203”荣获省优质水稻新
品种金奖，盘锦赵钱孙李实业有限公
司的“盐粳 939”、盘锦农业发展集团
的“红海滩1号”、盘锦千鹤米业有限
公司的“盐粳219”荣获品牌金奖。

盘锦举办
优质稻米食味品质鉴评会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
前，本溪市首个地面烟炉新型人影设
备在溪湖区林场月崖岭建成。该设
备将提升全市人工增雨的作业效果
和覆盖面，对全市森林防火、防灾减
灾、增加水资源、生态修复等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据介绍，新型人工增雨烟炉设备
是由远程遥控地面烟条播撒装置和
实时图像监控设备构成，将烟炉安装
在迎风坡上，作业时可远程遥控点燃
碘化银烟条，催化剂在迎风坡上升气
流的带动下进入云层，从而达到人工

增雨的效果。该设备使用时无须进
行空域申请，大大降低了作业成本和
危险系数。

近年来，本溪市将地面烟炉新
型人影设备增雨试验作为工作重
点，联合本溪市林业和草原局破解
火箭增雨（雪）作业中受空域限制的
难题，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有
关要求。目前该地面烟炉新型人影
设备已完成调试，可在理想天气条
件下实施作业。2025年本溪市计划
建成 10 套人工增雨地面烟炉新型
人影设备。

本溪建成新型人工增雨烟炉设备

本报讯 记者田甜报道 当动
作标准、可复制性强的“广播体操”
模式成为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招法，会碰撞
出哪些火花？阜新市彰武县通过

“广播体操”特色工作模式，让见效
快、资源利用率高、发展后劲足、可
复制、操作性强的示范村作为“领
操员”，带动全县村集体经济全面
提升。

摸清底数，制定“广播体操”的

规定动作。彰武县集中摸清全县村
集体“三资”情况，制定《关于处理农
村集体“三资”清查工作中有关问题
的指导意见》，针对 7 项难点问题，
提出破解村集体资源、资产管理的
指导意见。建立“三资”管理电子信
息库，重点绘制土地电子地图，做到
村集体的土地、林地、水面等资源位
置、大小、土壤、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且了如指掌。

选 准 方 向 ，明 确“ 广 播 体 操 ”

的基本要领。彰武县把利用土地
资源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突破
口，创新土地入股的经营方式，在
坚 持 所 有 权 、承 包 经 营 权 不 变 的
前 提 下 ，把 农 民 的 土 地 具 体 化 为
股份，统一由村集体合作社经营，
使村民变“股民”，实现村民和村
集体双赢。

引 领 带 动 ，打 造“ 广 播 体 操 ”
的“领操员”。成立村级集体经济
提 质 增 效 示 范 村 领 导 小 组 ，统 筹

推进，农业、财政、林草、自然资源
等部门通力配合。由乡镇主要领
导 各 包 保 1 个 村 ，打 造 48 个 示 范
村，将其作为“领操员”，形成示范
带动效应，计划利用 3 年时间，推
动全县 184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整
体 提 升 。 采 取 融 入 式 、沉 浸 式 和
跟 进 式 考 核 方 式 ，最 终 实 现 村 集
体 经 济 提 质 增 效 ，为 打 好 打 赢 全
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提供有力
支撑。

明确规定动作 让示范村当“领操员”

彰武创新“广播体操”模式引领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