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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力 乡村振兴

近日，辽宁波森特生态农场迎
来了丰收的季节。记者在农场里看
到，金红色的谷子随风摇曳，沉甸甸
的谷穗笑弯了腰，远远望去，宛若一
片金红色的海洋，在蓝天的映衬下
格外好看。

在谷田里，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穿
梭其间，师傅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
确保每一粒谷子都能颗粒归仓。同
时，农场里的谷子脱壳机也在高效运
转，将谷子变成了一粒粒小米。这些
谷子与常见的谷子不同，呈现出独特
的金红色，这便是波森特生态农场特
有的“悬而不浮”红谷小米。

红谷小米是波森特生态农场负
责人王庆伟经过多年寻找，从珍贵
的红谷老品种中甄选而来的。这种
红谷小米的历史悠久，其种植历史
可以追溯到沙拉镇查海遗址发现的
农业生产工具阶段。当时，查海先

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逐渐驯化了狗
尾草，使之变成了可以食用的小
米。如今，经过8000年的轮作，阜
新地区至今仍保留着5个老品种的
种子，红谷小米便是其中之一。

种植红谷小米需要同时满足五
大要求，即自留种、坡轮种、雨养谷、锄
八遍、活秆熟。这样的小米口感最佳，
是其他同类食品无法超越的。其独特
的“悬而不浮”特性，使得红谷小米特
别适合那些吞咽困难或担心食物“呛”
喉的人群食用，因此赢得了“轮作
8000年，依旧香满天下”的美誉。

说起经济效益，王庆伟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王庆伟介绍：“这个小米亩
产300斤，脱壳后剩下210多斤，市场
价可以卖到30来元钱一斤，产值大概
6000元钱，收益还是很好的。”

一直以来，波森特坚持绿色生
态种植理念，无剂不催、绿色循环产

业展现生态底色，增收致富，带动一
方百姓……一个个鲜活镜头成为辽
宁波森特生态农场创新发展的真实
写照。农场依托国家级科技小院，
常年试验并推广玉米新品种，目前
已成功推广了 10 个食用玉米品
种。其中，巧玉鲜食玉米更是被纳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之中，
远销新疆、海南、香港、吉林等地，深
受消费者喜爱。农场的农产品可是

“抢手”货，很多时候都是还没开始
播种就已经订购一空了。

王庆伟介绍，“农场现有500亩
地。下一步，根据红谷小米的市场
需求量，农场计划带领周边老百姓
跟着农场一起种植这种红谷小米，
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波森特
’始终秉持一个信念——我们自己
富不算富，一定要带动百姓共同致
富，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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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剧《妙方》
获评全国优秀作品

该剧由县蒙古贞乌兰牧
骑排演

本报讯 近日，县蒙古贞乌兰牧骑排
演的阜新蒙古剧《妙方》参加全国首届小
戏小品展演，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为
全国优秀作品。

蒙古剧《妙方》讲述了一个蒙古族家
庭中，母亲受迷信思想影响，找巫婆为患
病的女儿治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加重
病情，后来蒙医大夫及时赶到，痛斥巫婆
骗钱的把戏，帮他们夺回被骗的钱财并
治好女儿疾病的故事。演员们的精彩表
演展现了蒙古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展现了蒙医大夫妙手回春
的精湛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作品《妙方》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戏
剧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蒙医蒙药的博大
精深，提高了蒙医蒙药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其艺术水准受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
高度认可。《妙方》的成功参演为蒙医蒙药
事业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作品的成功参
演将激励更多文艺创作者创作更多更好
的作品，为传承和弘扬家乡的文化事业贡
献自己的力量。 （蒙古贞乌兰牧骑）

阜新氟产业开发区安全风
险等级评定工作顺利完成
获评安全风险等级D级

本报讯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同
志率专家团队到阜新氟产业开发区进行
安全风险等级评定工作。经专家组全面
评估，给出总得分86.47分，阜新氟产业
开发区安全风险等级评定为D级（较低
安全风险）。

此次评定结果彰显了阜新氟产业开
发区在安全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存
在的不足和提升的空间。安全生产是园
区发展的生命线，是保障企业稳定运行
和员工生命安全的基石。阜新氟产业开
发区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继续秉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进一步优化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深入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加大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确保园区的安全
生产水平再上新台阶，为园区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为我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园区力量。

（阜新氟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老河土小学教职工篮球赛落幕

迎“篮”而上展风采
三尺讲台育英才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教职工业余生
活，搭建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激
发全体教职工的精气神，近日，老河土小
学举行全校教职工篮球比赛。

赛场上，球员们身姿矫健、步履如
飞，跳投、上篮、抢断、传球等一系列动作
流畅娴熟，一气呵成。双方球员你争我
抢，你攻我守，为现场师生献上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篮球“盛宴”。现场掌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

此次篮球比赛不仅点燃了职工运动
的激情，更展现了老河土小学教职工的
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能力。大家纷纷
表示，要把比赛中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
精神转换为履职尽责的动力，为国家培
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老河土小学）

本报讯 10月30日，县委宣传
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志
愿者深入阜新镇学校，开展“文明实
践我行动，志愿服务进校园”活动，
为广大师生送去一场文明实践“盛
宴”。

据悉，本次活动是我县“文明
实践我行动”系列活动中的一场。
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5支“火种”队伍和3支“娜
仁花”志愿服务队，共计70余名志
愿者参与其中，旨在将形式多样的
文明实践服务送到学生们的心坎
上。

在这场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
动中，“火种”队员和“娜仁花”志愿
者通过义务送书、科普宣传、法律咨
询以及《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宣传等多样化服务，成功吸引了众
多学生积极参与。其中，理论宣讲

“火种”队伍队员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
行了宣讲。卫生健康“火种”队伍队
员不仅为广大学生提供了细致的视
力检查服务，还为女教师开展了优
生优育健康教育指导。阜新镇学校
文艺队为广大师生带来了葫芦丝演
奏，将民族音乐的魅力展现得淋漓

尽致，深受师生喜爱。辽宁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协调吉祥轮彩纸风车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崔凯，向师生现场展示了崔氏传统
吉祥轮彩纸风车的制作流程。学生
们不仅学到了风车的制作方法，更
深刻体会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和文化价值。

现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实际
行动参与到文明实践中去，为建设
文明校园、传承优秀文化贡献自己
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校园内外落地生根。

（县委宣传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何振明
秦艺铭）秋去冬来，寒意渐近，我县
迎来了冬储菜的购买旺季。市民在
菜摊前仔细挑选，为即将来临的寒
冬储备一份温暖与安心。浓浓的烟
火气弥漫在市场的每个角落。

10月31日，记者走入县城隆宇
市场，一幅热闹非凡、充满市井气息
的场景映入眼帘，吆喝声、讨价还价
声此起彼伏。摊位紧密相连，摊主热
情地为顾客展示鲜嫩水灵的白菜、圆
润饱满的芥菜等各类新鲜蔬菜。

据了解，这些摊贩多为批发商

户，他们的大部分蔬菜来自阜新镇、
沈阳新民市，还有部分来自河北常
阳等地。他们根据当地群众入冬前
的需求，批量销售冬储菜。还有一
些摊贩则是以零售的方式，销售自
家种植的蔬菜。

冬储菜主要包括白菜、土豆、芥
菜、红薯和大葱等品种，这些蔬菜具有
易保存、味道好、菜系多样的特点。尽
管今年冬储菜的价格相比去年有所上
升，但依旧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

批发商户敖银平介绍：“我家白
菜是从沈阳新民进的货。一车能载

2万斤白菜，卖完这些白菜快则需要
三四天，慢则需要一周左右。今年
白菜的价格是七毛一斤，往年是四
毛到五毛一斤。”

在菜市场，买菜的市民向记者
表示，虽然随着物流发展，冬储菜不
再是必需的选择，但这些蔬菜价格
实惠，农户自种菜用肥少，安全健
康，所以大家仍然保持着在10月中
旬购买冬储菜的习惯，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与情
怀，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美好
回忆和深厚情感。

本报讯 近日，由团省委、省少
工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
财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红
领巾爱祖国——保家卫国时刻准备
着”辽宁省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
队75周年主题活动暨2024年度辽
宁省第二届少年军校大比武在沈阳
理工大学举办。县实验小学42名少
先队员代表阜新市少年军校参赛，

并摘得多项荣誉。
大比武设置队列行进、军体拳、

小组对抗、实战冲锋、双枪射击等比
赛科目。来自省内15个地市近800
名少先队员为现场观众进行了精彩
绝伦的少年军校训练成果大展演。

比赛中，县实验小学队员们始
终展现出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良好
的训练素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队列整齐、口号铿锵，精彩表现和良

好精神风貌得到了与会领导和现场
观众的高度评价。经过激烈角逐，
县实验小学队员在队列军体拳比赛
中荣获银奖，在CS集体对抗赛中荣
获铜奖。在实战冲锋比赛中，包鑫
宇、金子明同学分获个人铜奖、“潜
力卫士奖”；在双枪射击赛中，王浩
然、刘铭泽同学分获个人铜奖、“潜
力卫士奖”。

(县实验小学)

文明实践新时代
我县“文明实践我行动”之公共文化服务“六进”系列活动走进阜新镇学校

文明实践润心田 文明花开满校园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辽宁波森特生态农场

沃野田畴披“金衣”奏响金秋丰收曲
本报记者 王美娟 谢红静 王东旭

我县市民开启囤菜模式

又到一年储菜季 人间烟火暖人心

少年军校大比武 实验小学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