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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自省、市、县开展选派干部工作以来，选派到辽阳县的 214名干部扎根一线，在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农村基础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半年多来，选派干部不忘政治担当，勤勉务实，立志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为辽阳县农村谋发展、促振兴的
工作态度，深受基层群众的好评和认可。

袜业生产是辽阳县小北河镇的主导产

业，伴随着小北河袜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全

镇已有制袜企业202家，年产量15亿双，年

产值22.5亿元。

今年以来，小北河镇紧密围绕袜业产

业这一富民强镇的支柱性产业，持续加快

推进“中国·小北河袜艺城项目”建设。投

资1.1亿元、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的“中

国·小北河袜艺城”项目，从2017年开始动

工，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5%以上。其中，

52户原材料商业网点和3万平方米的仓储

中心已投入使用，120余家袜企入驻小镇

客厅参展销售，袜艺文化展示馆目前正在

抓紧装修。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为全国袜业企业

提供批发市场、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科技

研发等多个服务平台，补齐东北地区袜业

商贸功能欠缺的发展短板。图为客商正在

辽阳县小北河镇袜艺城内选购。

本报记者 严佩鑫 文
本报特约记者 史 勇 摄

“小袜子”成小北河镇
富民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全
力建设“一区两带”；加大投入，完善
农业农村技术设施；稳步推进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12月20日，记者
获悉，辽阳县严格按照现代化农业
的发展定位，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农业产业
化、规模化、现代化实现“加速跑”。

全力推进“一区两带”建设。“黄
柳刘”农业示范带规模进一步扩大，
新增绿色蔬菜种植面积 133 公顷，
总面积达到2933公顷，优质水稻种
植面积达到1.67万公顷。东部山区
新增大果榛子种植面积 133 公顷，
总面积突破5000公顷。

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今年
以来，辽阳县全力抗旱保春播，调减
玉米种植面积 667 公顷，新流转土
地 1.67 公顷，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41家、家庭农场48家、培育土地经营

股份制合作社4家。40个现代农业
精品项目，已完成投资 9600 万元。
为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保障，辽阳
县与辽阳市农林科学院签订了农业
科技共建协议并已全面开展工作。

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辽阳县投资3300万元，建设兴
隆镇8个村的安全饮用水工程及汤
河西支、运粮河等河道和流域治理
工程。落实应急度汛工程25处，完
成投资842万元。

加快推进宜居乡村建设。辽阳
县始终做好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等工作，不断加快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统
筹推进特色乡镇、特色小镇、美丽乡
村、特色村寨建设中，紧密结合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切实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村庄环境。同
时，积极做大、做强、做精一批独具
特色的小镇和美丽乡村示范村，确
保乡容村貌发生新变化。

40个精品项目
加速农业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2
月 20 日，记者获悉，经过近一年的
全方位监管、规范、整改，辽阳县首
山镇三新路被授予“辽阳市食品安
全示范街”；辽阳县中心医院食堂等
10家餐饮单位被评为“辽阳市食品
安全示范店”。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水平，辽阳县严格落
实辽阳市食品餐饮安全示范街、示
范店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截至目
前，辽阳县首山镇三新路19家餐饮
单位均已达到《食品经营许可证》领
证 100%，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取得

100%，餐饮单位达到量化 B级标准
100%，悬挂公示板 100%，并建立健
全进货台账、索证索票和餐厨废弃
物管理等相关制度。辽阳县中心医
院食堂等 10 家餐饮单位明厨亮灶
改造率达100%，量化分级全部达到
B级以上，其中5家示范店量化分级
达到A级。

目前，辽阳县通过创建食品安
全示范街、示范店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全县餐饮单位的安全意识和自律
意识，提高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
平，推动了辽阳县餐饮服务行业健
康发展。

评出食品安全示范街示范店

辽阳县短讯DUANXUN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2
月20日，记者获悉，伴随着辽阳县穆
家镇徐家营村巾帼扶贫便利店首笔
农产品交易快递顺利发出，辽宁建
筑职业学院电商扶贫——辽宁巾帼
扶贫馆穆家镇徐家营村巾帼扶贫便
利店正式上线启动。徐家营村便利
店是辽宁巾帼扶贫馆全省首家村级
分店，也是全省首家校企合作分店。

辽宁巾帼扶贫馆是省妇联、省
商务厅批准，京东提供平台支持，辽
阳久森经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载
运营的全国首家以女性创新创业为
主导经营的电商扶贫创新平台。

为帮助徐家营村农副产品打开
销路，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帮扶
工作深入开展，辽宁建筑职业学院驻
村扶贫工作队积极发挥纽带作用，搭
建穆家镇徐家营村与辽宁巾帼扶贫
馆的合作平台。徐家营村巾帼扶贫
便利店启动后，与京东等网络平台进
行对接，对徐家营村农副产品实行线
上宣传、包装，村民可以自行接单，在
村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架起了“直通高
架桥”，并有力地提升和扩大徐家营
村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同时也为
徐家营村农产品上行销售和村民生
活刚需品下行提供便利服务。

辽宁巾帼扶贫馆首家村级店
落户徐家营村

12月20日，辽阳县穆家镇落虎

庄村香菇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摘

香菇。近年来，落虎庄村大力发展

绿色环保农业，引导当地农民利用

废弃秸秆发展香菇种植。通过创新

研发，将秸秆作为营养基培植香菇，

既降低了种植成本又使秸秆得到了

合理的利用，有力地促动了当地绿

色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致富。

本报特约记者 史 勇 摄

12月20日，在辽阳县穆家镇岳

鑫蔬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内，村民

正在忙着给新鲜的草莓打包，准备销

售。近年来，岳鑫蔬菜水果种植合作

社大力发展草莓种植，通过采取巧打

时间差、改良种植品种等措施，提早

抢占市场，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特约记者 史 勇 摄

图说 TUSHUO

草莓错茬上市卖上好价钱

秸秆种香菇 环保又增收

宽敞的村部、林立的高楼、文明的
村风、富裕的村民、独具特色的设施农
业、发展势头强劲的村集体经济……
12 月 20 日，置身辽阳县刘二堡镇前
杜村，一幅幅生动的小康社会生动画
卷尽展眼前。其实，这一切不仅得益
于辽阳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的生动实践。

多年来，前杜村党委在筑牢基层
党支部这一战斗堡垒的同时，不断探
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带领前
杜村从穷变富，从富变强，使一个有着
1700人口的村庄成长为一个实现了农
业产业化、工业集团化、三产多元化、环
境生态化、生活城市化的新农村。

前杜村党委下设 6 个党支部，其
中，村党支部 1 个、企业党支部 5 个，
拥有党员 110 名。为提高党员的素
质，前杜村党委始终坚持“三会一课”
制度，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党员学习活

动，践行“两学一做”，落实“五包五
促”及精准扶贫等工作。此外，前杜
村党委每年还要组织全体党员、村民
代表、入党积极分子到外地参观学习
两次，重点学习先进的新农村发展和
建设经验，武装头脑，开阔眼界。

支部是堡垒，党员是旗帜。在整
村拆迁工作中，前杜村党委坚持抓班
子带队伍，着力改变村容村貌，由班子
成员牵头，组成党员拆迁工作队。党
员带头搬迁，党员带头上楼。从而，使
拆迁工作顺利进行，772户居民全部搬
出旧村入住新村。

1998年，辽阳市轧钢厂与前杜村
结成共建对子。“村企共建”、工业反
哺农业为前杜村打开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2012年，前杜村党委团结村内
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联合组建成了
辽宁前杜实业发展集团，集团每年拿
出 1000 多万元共建资金用于村里建
设，全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村

民福利保障得到全面提高，以工补农
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以企业带村庄实
现了就地城镇化，走出一条“两化”互
动的发展道路。

为适应村经济发展需要，前杜村
党委探索出跨村“双流转”模式。前
杜村把农民的土地流转到亚新生产
合作社，再把合作社的土地流转给
农民，辐射带动邻村及乡镇，产业规
模超过 667 公顷，建起连片的设施农
业示范区。同时，还在拥有 352 名党
员的合作社中成立了党支部。为推
动设施农业发展，前杜村成立了亚
新农业设备生产有限公司，生产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钢结构可移动日
光温室大棚骨架。前杜村先后投资
1000万元修建了 1万平方米冷储库，
增加了深加工项目，增添精品包装、
饮品制造、干品制作 3 条生产线；与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农业科学院、熊
岳农学院等多家科研院校合作，组

建了占地 5000 平方米、年培育各种
蔬 菜 种 苗 100 万 株 的 育 苗 组 培 中
心。目前，前杜村每个百米棚的草
莓产量在 7500 公斤左右，产值 6 万
至 7 万元。未来 3 年，前杜村大棚草
莓将再增加 133公顷，力争达3333公
顷规模，真正实现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2015 年，前杜村被辽阳市确定
为首批草莓特色小镇，项目建设于
2016 年开始实施。几年来，前杜村
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前杜物流区内
修建了商业街、电商服务中心，在草
莓文化旅游区内改建了休闲文化广
场，新建休闲仿古凉亭、钓鱼台、观
景台、吊桥、廊道、音乐喷泉等旅游
娱乐设施。目前，草莓客厅建设即
将竣工，预计年底投入使用；迁建村
小学选址规划设计也已经完成；预
计 2020 年，草莓小镇所有项目将全
部建成。

昔日穷得叮当响 今朝家家住楼房
——辽阳县前杜村党委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纪实

范广宇 本报记者 严佩鑫

他们担起基层党建“领航员”富民强村“辅导员”的责任

选派干部成辽阳县乡村振兴中坚力量
刘 慧 本报记者 严佩鑫

“下一步，我们想研究彩色蚕养
殖，实现观光旅游和村民致富增收两
不误……”12月20日，在辽阳县12月
选派干部工作调度会上，15个乡镇第
一副书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规
模选派干部工作开展以来，辽阳县在
选派干部日常管理，调动积极性，鼓
励创新等方面狠下功夫，使他们成为
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让乡村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为强化选派干部日常管理，辽阳

县组建了大规模选派干部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了《选派干部工作管理细
则》，不断创新管理方式，营造了浓厚
的工作氛围。

兴隆镇党委第一副书记杨硕说：
“虽然上级文件明确了‘第一书记’的
职责，我们刚到基层，工作难免抓不

到点上，县选派办每月下发的工作清
单帮了大忙。”

“我们是乡村工作者，肩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为人民
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安居乐业是我们
的职责……”这是河栏镇黄岗村“第一
书记”杜穷发在选派到村“第一书记”微
信群里的一首小诗。在这个群里，除
了感悟随笔，还有调研报告、体会交流、

热点讨论等内容。在另外一个乡镇第
一副书记工作群里，各乡镇工作动态
实时播报。

工 作“ 晒 ”出 来 ，氛 围“ 造 ”起
来。辽阳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
志说：“我们为 214 名选派干部建立
微信群，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沟通交
流的平台，营造一个比学赶超的工
作氛围。”

清单管理 营造氛围

“我满怀激情，带着组织的信任
与重托，来到刘二堡镇王家村，开始
了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基层农村工
作。”辽阳县刘二堡镇王家村“第一书
记”杨济宁在民情日记中这样写道。

为了帮助选派干部尽快进入工
作角色，辽阳县将掌握一手资料作为
第一课，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百日调
研”活动，要求基层干部摸清村里基
本情况，掌握百姓思想动态，谋划村
发展思路。

如今，说起村里的情况，党员多

少、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少、种养殖户
多少等情况，杨济宁如数家珍。说起
农村工作，也头头是道，再也不是当
初的农村“小白”了。

“强化组织、发展经济、维护稳
定、助推扶贫、协调包促是县选派办
给我们定的20字履职方针，好记！”首
山镇黑牛庄村“第一书记”李河成说。

各 选 派 干 部 纷 纷 结 合 村 情 实
际，按照自身肩负的职责，各个击
破、各有侧重，在基层党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中，都取得

了新的突破。
“百年榆树下宣传红船精神”“山

里货走进高校市场大集”……这些都
是八会镇榆树村“第一书记”梁玉玺的

“先进事迹”。他从提升党支部组织能
力入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制度，使榆树村党员活动活了起
来。为了解决滞销的山货，11 月 23
日，他带领村民到派驻单位沈阳师范
大学售卖，销售一空。村民张洪奇感
慨地说：“咱村里的梁书记替咱们想事
儿，帮咱们办事儿，是党的好干部！”

“这些选派干部各有所长，我们
借势而为，不仅能给村里带来变化，
更能带动全镇产业的发展。”尝到了
甜头的河栏镇党委书记张忠臣说。

河栏镇鸡鸣寺村“第一书记”栾
世禄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是农业方
面专家。他牵头引进的蓖麻养蚕项
目，已经成为全镇重点集体经济项
目。栾世禄说：“蓖麻养蚕基地马上
就要完工了，试点也取得了预期效
果，明年得大干一场，让村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

精准定位 履职尽责

异地交流学习，组建互助组……
半年来，辽阳县选派干部们掀起了一
场帮、学、干的热潮。

刘二堡镇第一副书记杨耀峰说：
“小北河袜业小镇建得好，我就带着各
村‘第一书记’去看、去学。”像这样的
跨镇交流、跨村学习还有很多。在吉
洞峪满族乡，12个行政村划分成几个
互助小组，实行村村联合、组团发展。

一些乡镇第一副书记还结成了对子，
平时经常沟通交流。河栏镇第一副书
记李业岩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资
源，我联系这个事儿可能不适合我，适
合八会的老葛，那我就推荐给他。同
样，他有适合的也推荐给我。”

“有事儿请拨 5867867”。如今，
5867867已经成为辽阳县柳壕镇村民
的服务热线。这是柳壕镇扶贫网络

化工程项目之一，柳壕镇第一副书记
曹洪光，多次与联通公司联系，终于
在镇内开通了专门的热线电话，并且
把办公地点设在镇便民服务大厅，及
时解答村民疑问，缩短联系服务群众
的距离。

在辽阳县，许多乡镇纷纷成立选
派干部义工队，开展走访慰问、扶贫
帮困、义务劳动、敬老助残等活动，受

到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赞扬。
不久前，辽阳县开展了“七有”党

组织巡察，对全县 199 个行政村进行
打分排名，各村基本上都有了加分项，
一些村还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经过半年多的磨炼，214 名选派
干部已经成为辽阳县小镇、村工作中
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点燃了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互助合作 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