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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田园风光渐浓，乡村旅游持续
升温。随着十一小长假的到来，国华乡
趁势开启“十一”度假一站式乡村旅游
新模式，备足“旅游大餐”，喜迎八方客。

漫步在国华乡，农家饭、民宿、采摘
园、农特产品展销等一应俱全。

在一家新开业的名为“28号民俗”
的农家乐，采摘区成熟的水果挂满枝
头；休闲区环境幽静，亭台楼阁错落有
致；住宿区的房间复古整洁……独特
的乡村风情，优美的田园风光，处处洋
溢着绿色生态和人文特色的和谐之
美。

虽然不是假期，但国华农家乐一条
街却依然热度不减，有不少游客纷纷前
来购买当地村民在路边摆摊叫卖的新

鲜蔬菜、水果等。
投身于大山的怀抱，伴随耳畔的狗

吠、鸡鸣，游客们三五一群，或挑选新鲜
果蔬，或拍拍美照，甚是惬意。

走进几家农家乐，生意很是火爆，有
的游客围坐在餐桌前品尝地道的农家美
食，有的游客在采摘园里忙着采摘，有的
游客则是手提果篮满载而归……

清风徐来，采摘园里绿油油的果树
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串串鲜枣挂满枝
头，苹果散发出阵阵果香，梨树迎风“哗
哗”作响，葡萄晶莹剔透，刚刚采摘完的
一位游客说：“我是跟团来的，这里山清
水秀，风景好，水果也好吃，我打算十一
再和家人来一趟。”

在国华农家乐一条街，大概有30多

家农家乐。这些农家乐在为农民增收
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吃饱喝足后，游客还可以到国华乡
著名的天园鸵鸟养殖基地，近距离欣赏
鸵鸟的风采。鸵鸟浑身都是宝，皮质是
很好的皮革材料，鸵鸟肉和鸵鸟蛋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蛋壳能制作成工艺
品，还有鸵鸟护肤品，在市场上也颇受
欢迎。

游客的到访不仅给当地村民增加
经济收入，还为国华乡的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路过国华乡的游客不妨在这
歇歇脚，观赏初秋青山绿树的田园美
景，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品尝新鲜的
果蔬，买些特色的鸵鸟制品，乐享欢乐

“双节”假期！

本报讯（记者 谢红静 于 水）
9月27日，以“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为主
题的第十一届“统计开放日”暨阜蒙县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建
设镇举行，标志着我县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宣传月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服务宣传

台开展咨询活动，发放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宣传彩页以及致住户的一封信等人
口普查宣传材料等方式，向社会民众大

力宣传人口普查相关工作，营造浓厚的
社会氛围，为全县人口普查的顺利实施
奠定坚实基础。本次活动共设置人口普
查宣传展板5块，发放宣传单2000余
张、宣传袋1000余个。

本报讯（记者 张领山 张 彪）
9月25日，在县残联、县启智学校、县智
残人亲友协会精心组织下，启智学校家
长培训会在县启智学校召开，旨在加强
学校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用科学的教
育方法，助力特殊儿童快乐成长。

会上，特邀的阜新星舟特教联合
创始人、共青团中央中级心里辅导
员，以“如何有效开展智力落后儿童
家庭干预训练”为题，多角度、多方面
地解析家长和孩子在生活中如何相
处、学习等方面的教育知识。

本报讯 （记者 程 威） 县妇
联创新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机制，与县
教育局共同组建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者团队，以全县“妇女儿童之家”为依
托，采取“抖音直播+实地指导”的方
式，针对留守儿童和家长进行辅导。

“妇女儿童之家”是妇联关爱留
守妇女儿童的品牌项目，通过组织开
展各类兴趣实践活动和文体娱乐活
动，及对留守儿童监护人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等形式，对留守儿童开展生活
关爱、学习辅导、心理疏导和思想品
德教育，优化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环
境，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019年，县第一小学被命名为
“阜新市留守儿童之家”。学校多次
组织教师深入开展对留守儿童和家
长的辅导培训。

截至目前，共开展抖音直播20
余场次，线下辅导15场次，参与关爱
留守儿童志愿者50人次，培训留守
儿童和家长共计4600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包利滨 丁枫林
李司佳） 9月27日，美丽的关山脚下锣
鼓喧天、热闹非凡，大巴镇车新村“迎中
秋 庆国庆”2020关山歌会暨关山苹果
采摘季开幕。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城高跷秧歌、抚顺
满族秧歌等节目精彩亮相。

车新村是蒙古族特色村。近年来，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精准扶贫
和集团帮扶的有力推动下，车新村凭借
冷棚葡萄、寒富苹果等特色水果产业以
及畜牧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由一个贫困村转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葡
萄村、苹果村、致富村。

为助推全村文化旅游和关山特色水
果产业发展，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车新村推出一年一度的“迎中秋
庆国庆”2020关山歌会暨关山苹果采摘
季。眼下，百亩果园的关山生态苹果进
入成熟时节，苹果采摘季为期一个月，恰
是十一长假人们采摘的好去处。

歌会上，除地方特色安代舞以及蒙
古舞、广场舞、歌曲等精彩节目外，海城
高跷秧歌《最炫中国东北风》《欢喜冤家》
和抚顺满族秧歌《欢腾的满乡》《满乡情》

等多个节目一次次把歌会推向高潮。
据了解，海城高跷秧歌集舞蹈、音

乐、戏剧、杂技为一体，有300多年的历
史，曾出访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参加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国家大型活动。
抚顺满族秧歌俗称达子秧歌，是深受满
族儿女喜爱的一种娱乐性民间舞蹈，具
有火爆、矫健、粗犷而又豪迈的表演特
点，被誉为“辽东山区的烂漫之花”。送
到家门口的文化大餐，让大巴镇广大父
老乡亲一饱眼福，不时引来阵阵笑声和
掌声，对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起到积极作用。

国庆中秋小长假即将到来！这个
假期“去哪儿”“怎么玩”“吃什么”?与其
辗转于各大景点，走马观花，不如在本
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乡村游，到辽宁波
森特生态农场——体验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城市喧嚣
“波森特”生态农场位于王府镇西

灰同村，这里环境清幽，静谧安然。独
特的庭园造景，淳朴的田园美景，听着
果园中的鸟叫虫鸣，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令人身心放松、精神愉悦。

“波森特”生态农场可为游客提供
吃、喝、玩、乐等休闲服务。在这里，游
客可品味蒙古勒津文化，参观绿色农
业，游历田园风光，体验农耕乐趣，品尝
麦炭泉大米……用最农家的吃法、玩
法，品人生百味。

绿色农业理念，实现科学种田
辽宁波森特生态农场有限公司是

集种植、养殖等品牌农业，农产品加工
业，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及循环农业于
一体的新六产融合体。农场经营范围
包括农作物种植、家禽养植、果树种植、

生态农业观光、循环农业、农业技术开
发咨询、餐饮住宿服务等。

自2013年建园起，“波森特”生态农
场就提出“无剂不催，养地五年”的绿色
生态农业理念，这也是它的“烫金名
片”。

据辽宁波森特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庆伟介绍，“‘无剂不催’，即
无除草剂、无拉码剂、无膨大剂，无无核
剂，不用催熟剂。我们推行‘三用一治
’，‘三用’即禁用、多用和科用，‘一治’
即医治土壤缺素症。 我们全部都是人
工除草，禁止使用除草剂等各种植物生
长调解剂，多用有机肥、农家肥，做到科
学种田。”

绿色新鲜果蔬,吃出健康美味
“波森特”生态农场充分利用500

亩土地资源，遍植葡萄、玉米、苹果等
各类果蔬，并实施无公害种植，为消费
者提供真正健康天然的果蔬。特别是
农场养殖的黑毛猪，因肉质鲜嫩而远
近闻名，吸引周边不少消费者专程前
来购买。

“波森特”生态农场不止猪肉好，到
处都是好东西，在麦饭石泉水中浇，在
草炭土里生，富含多种矿物成份和微量
元素的麦饭石泉草炭米；口感劲道，营
养丰富的蒙古勒津全麦白面；暖心暖胃
的蒙古勒津王府小米；天然健康的蒙古
勒津笨榨熟豆油……“波森特”的农产
品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农产品获得
的各类奖项摆满墙面。

十一期间，“波森特”生态农场还为
游客精心筹备了玫瑰之约采摘活动。
届时，游客可现采现吃，用农场特意准
备的柴火大锅自行烹饪，尽享城市里感
受不到的烟火气息。

践行社会担当，助农增收致富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农场先后

成立波森特原生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波森特原生态杂粮种植专业合作
社、波森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专业
合作社，通过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的方
式，共辐射带动周边900多户农户，其
中贫困户70余户，有效促进当地农民
的增收。

【十一假期去哪儿玩】

国华乡开启“十一”度假一站式乡村旅游新模式

备足“旅游大餐”喜迎八方客
本报记者 马洪涛 王美娟

【十一假期去哪儿玩】
走进“波森特”生态农场

体 验 田 园 生 活
本报记者 张 彪 王美娟

2020关山歌会暨关山苹果采摘季开幕

关 山 苹 果 熟 了 邀 您 来 采 摘

我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活动拉开序幕

县妇联“妇女儿童之家”

开展线上线下志愿服务

启智学校家长培训会

助力特殊儿童快乐成长

本报讯（记者 于长江） 9月25
日，辽宁省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学术
年会在县蒙医医院召开，旨在推动全
省蒙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为
全省疫情防控和各族群众的身心健
康作出新的贡献。

本次年会由辽宁省蒙医药学会
主办，阜蒙县蒙医医院承办，阜新市医
学会、喀左县蒙医医院、阜蒙县卫健
局、阜新蒙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会议指出，蒙医药是我省独特卫
生资源，无论是在疾病治疗还是预防
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独特
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省
蒙医药工作者秉承蒙医药造福社会、
服务人民、继承发展、合作共赢的理
念，厚植发展优势、广纳众家所长，切
实在蒙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养生保健
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传承与创新发
展、绿色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服务海
外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为健康中国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学术年会共收集论文稿件
28篇。会上，全省蒙医药工作者认真
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谋发展，有14
人在会上作学术交流。与会人员还就
当今形势下的蒙医药基础理论及临床
疗效分析等重点内容进行了深入探
讨。会议还对优秀论文获得者进行了
表彰。

辽宁省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学术年会召开

推 动 蒙 医 药 事 业 传 承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