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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防火，利国利民；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News Express新闻速递打 好 打 赢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阜蒙战役

蜘蛛山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增强安全意识
提升应急能力

为强化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火灾应急
疏散和应急逃生自救能力，近日，蜘蛛山小学开展
了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召开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讲解
灭火器知识等形式，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了学生在遇到火灾时的快速反应能力，明确了
安全逃生路线，达到了预期效果。 于 丹 报道

昔日黄沙愁满天，今朝棚内绿意
浓。近日，记者在福兴地镇十家子村
设施农业园区核心区域看到，整齐划
一、井然林立的高标准大棚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走进棚内，水果与蔬菜正
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的景象。这是近年来我县围
绕以农治沙策略为核心，通过实施设
施农业，有效遏制沙地扩张，促进生
态修复美丽画卷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片土地曾饱
受沙化之苦。在胜天洼万亩方田林
网修复新建项目区，望着眼前一栋栋
大棚，回忆起过去的情景，福兴地镇
人大主席王彦峰感慨万千：“之所以
称为万亩方田，是因为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这里土地沙化问题十分严重。
为改善环境，老百姓自发地将土地划
分为方块，总共有31个方块。福兴
地村和十家子村占地面积达12000
亩，主要种植玉米。然而，由于沙化
严重，产量极低，亩产量仅七八百斤
左右。每逢大风天气，尘土飞扬，土
地收益微乎其微。”

近年来，福兴地镇党委、政府积
极发展设施农业治理土地沙化工程，
并取得显著成效，为沙化土地的生态
恢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道
路。在沙化土地上发展设施农业，不
仅可以有效减少风蚀和水土流失，还
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作物产量，为农
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福兴地镇十家子村村民已经尝
到了在沙地上建设大棚的甜头。十
家子村土地总面积达1.9万亩，其中
沙化土地面积占1万亩。在镇党委、
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党员干部

带头推动设施农业建设，至今已经成
功治理沙地6000亩。目前，村里拥
有设施农业暖棚8000亩，其中棚内
面积达到了2300亩，实现了每人一
亩棚的目标。

提起设施农业给村子带来的益
处，十家子村党组织书记张廷阳满心
欢喜地算起了经济账：“暖棚现在的效
益是每亩地4万元左右，每户能增收
四五万元。现在，暖棚已经成为十家
子村的支柱产业。近几年，全村集体
经济从零元突破至今年的15万元。”

十家子村村民徐国辉是最早响
应号召投身于设施农业建设的老棚
户之一。目前，他家棚内的香瓜长势
喜人，预计清明节前就能上市销售。
他和爱人边照料暖棚里的香瓜边介
绍：“以前沙土地种苞米，一亩地最多
只能产七八百斤，好年景也不过千
斤。现在，我建了两个暖棚，总共6亩
地，仅这一棚香瓜，纯收入就能达到6
万元。今年，计划种植三茬作物，香
瓜上市后，再种一棚豆角，预计能收
入两三万块钱。之后，还会种西红
柿，保守估计，两个棚一年纯收入至
少能达到20万元。”

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
困境，到如今的“一方水土既能育一
方产业也能养一方群众”的繁荣景
象，这一转变离不开福兴地镇党委、
政府的明智决策和不懈努力。该镇
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的原则，尊重自然规律，精准把握
经济规律。前期，福兴地镇党委、政
府多次组织专家深入实地调查，通过
科学测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发展策
略，发现这片风沙土特别适合种植香

瓜、西红柿等作物，于是大力发展设
施农业。从2006年第一批蔬菜大棚
试验成功到如今高标准暖棚更迭，福
兴地镇发展设施农业已经走过了18
个年头。全镇10个村中有9个村从
事设施农业生产经营。目前，全镇设
施农业占地面积已达2万亩。

谈及设施农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王彦峰自豪地介绍：“全镇设施产值
就能达到5.5亿到6亿元，年产蔬菜
约12万吨，现已成为全市设施农业
第一镇。在设施农业领域，生产经营
者数量已达7000人左右，人均增收
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与此同时，自2021年以来，为阻
隔风沙侵扰、改善人居环境及农业生
产条件，使农田防护林体系更加完
备，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福兴地
镇党委、政府以十家子村设施农业园
区为中心，围绕周边林业用地和道路
系统，在周边开展农田防护林网建
设，规划形成“三主十二副”林带纵横
交错的林网体系，计划营造防护林带
19条，建设长度4.8公里，服务面积2
万亩。2023年已修复改造15条，今
年计划进一步更新4条。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福兴地镇将继续以沙化土地的综合
治理为核心，努力提升设施农业的质
量和效益。在现有2万亩暖棚的基础
上，力争到2025年末，实现暖棚面积
4万亩的目标。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还将建立规范的育苗中心、
市场和品种体系，逐步打品牌、创名
牌、夺金牌，使设施农业真正成为引
领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县人社局开展业务培训

培训考核提素质
强化担当促发展

本报讯 近日，县人社局组织全县劳动
保障平台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考核，合理
布置本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本次培训考核，旨在不断加强我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工作人员综合素
质，强化担当意识，提升平台人员的多功能
基层服务水平，助推平台人员队伍建设实
现制度化、规范化，为实现“提能增效优环
境、跃级晋位当排头”强县目标贡献智慧和
力量。 （县人社局）

市残联助残协会志愿者、爱
心企业家到县蒙初联合开展爱
心捐赠活动

关爱困难学生
助力学子圆梦

本报讯 （记者 于 水） 3月29日，市
残联助残协会雪燕大队志愿者和爱心企业
家大连远创集团县城区远创律师事务所赵
勇，到县蒙古族初级中学开展爱心捐赠活
动，为该校困难学生送去学习用品和助学
金。

县蒙古族初级中学相关负责人代表县
蒙古族初级中学师生，对志愿者和企业爱
心人士的善行义举表示衷心感谢。活动
中，志愿者和企业爱心人士与学生进行面
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
情况，并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
心态，克服眼前困难，努力学习，快乐生活，
成长为一个对社会、对家乡有用之人。

县蒙古贞传统文化艺术研
究会、蒙古文书法家协会会员

缅怀书法家哈旺加卜
传承哈旺体书法艺术
本报讯（记者 马洪涛 齐广山）在传

统节日清明节到来之际，3月31日，哈旺加
卜的家属以及县蒙古贞传统文化艺术研究
会、蒙古文书法家协会会员来到希日塔拉
公园，向哈旺加卜铜像敬献哈达和鲜花，深
切缅怀这位杰出蒙古文书法大师。

哈旺加卜又名吴景玉，1908年9月出生
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今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苍土乡娘娘营子村。曾任内蒙
古自治区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是中国著名的
蒙古族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蒙古
文毛笔手写体《哈旺体》创始人。

未来一周

我县天气晴间多云
气温逐渐回升

本报讯 预计未来一周，我县天气以晴
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平均气温9.9度，
比历史同期偏高2.4度，最高气温21度，最低
气温0度；4月3日、4日、7日以北风为主，其
他时间以南风为主，平均风力3级到4级。

近三天天气预报：2日，晴间多云，南风转
北风3级到4级，0℃～17℃；3日，晴，北风4
级到5级，4℃～15℃；4日，晴间多云，北风转
南风2级到3级，1℃～14℃。（县气象局）

本报讯 （记者 谢红静 于 水）
4月1日，市人社局、市卫健委“惠普
中医进社区”系列活动康复护理培训
班第三期在我县开班。

培训班上，受邀专家——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骨诊传承基地传承
人常凤山，利用扎实的医学知识、丰
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医药功
底，为学员分享了他的医学智慧和经

验心得。培训班上为常凤山及团队
成员颁发了聘书。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 13天，
共计 100课时。届时，将有 4位中
医专家围绕骨诊及中医康复护理有
关知识，为学员进行深入系统培
训。培训将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
等课件，结合前沿观点及指南，针对
难点及疑点问题，同时结合临床病

例，为学员提供一场精彩纷呈的学
术盛宴。本次培训，不仅为康复护
理专业人员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
平台，还可以全面提升康复护理专
业相关人员技术能力，为我县康复
护理专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各乡镇村医、医务工作者和中医
爱好者，共计70余人参加了培训。

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在我县开展康复护理培训班

夯基础 强技能 促提升

气象信息

近年来，福兴地镇坚持走以农治沙道路，将设施农业作为推动镇域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致富、治理土地沙化的重要举措，做到换班子不换蓝图，换干部不
换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镇情的蔬菜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路子——

沙地亦生金 农民笑开颜
本报记者 王美娟 程 威 宋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