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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News Express新闻速递
县人社局

做好劳动用工备案工作
保障劳动双方合法权益
全县共有290家企业备案

本报讯 近日，县人社局扎实开展
劳动用工备案工作。在简化办事手续
同时，建立全县劳动用工备案微信群，
及时解答企业在劳动用工备案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主动上门宣传，引导企业

“应备尽备”；主动沟通严管理，备案登
记“查缺补漏”。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290 家企业进行劳动用工备案，合计
6040人次。 （县人社局）

县民政局开展殡葬机构
安全生产工作检查

做好安全检查
倡导文明祭祀

本报讯 为营造绿色低碳、文明祭
祀的良好环境，切实做好中元节安全祭
祀保障工作，近日，县民政局对全县殡
葬服务机构中元节前安全文明祭扫工
作进行认真部署，重点对鹤栖园公墓和
西园公墓祭祀用火区域的森林防火、焚
烧区防火、值班值宿、消防应急设施设
备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县民政局）

县农业农村局开展布病
防控专项行动

强化布病防控
确保人畜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布病等人畜
共患病防控工作，坚持人病兽防、关口
前移，近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了布病
防控专项行动，有效落实“免、检、消、
杀、管”的综合防控措施，同时加大宣传
培训力度，加强布病强制免疫，全面开
展布病净化，强化检疫监管，保障畜牧
业健康发展，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县农业农村局）

夏末秋初，在新民镇白塔沟村，千
亩大葱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近年来，白塔沟村按照“一村一
品”发展思路，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鼓励引导
村民种植旱地大葱，让村民的腰包越
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多年来，白塔沟村利用距离市区
较近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裸地蔬菜
种植，自1990年开始栽植旱地大葱，
已有30多年的种植经验。目前，已形
成集育种、育苗、栽植、销售的全产业
链。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种植技术的
不断提高和市场价格的日渐看好，大
葱种植户的收益也越来越高。

白塔沟村大葱种植户李鹏云介
绍：“正常年头，好地块儿亩产七八千
斤，不好的地块儿五六千斤。这几年
市场价格还行，如果每斤按一元钱计
算，一亩地能出六七千块钱，纯利还能

挣四五千块钱。要是好年头的话，还
能比这好一点。旱地葱没有水分，冬
储相当有分量，所以市场竞争力非常
好。”

提起村里大葱的特点，今年70岁
的种葱老把式高学平夸赞道：“与其他
地方的大葱相比，我们白塔沟村的大
葱是甜味中带点辣，葱白紧实细嫩，脆
嫩无丝，纤维少、质地脆，香味醇厚。”
高学平骄傲地介绍，“我们都施农家
肥，包括鸡粪、羊粪、牛粪等。大葱长
得又粗又壮。平均每根葱都得达到一
斤二三两，好的到一斤六七两。”

白塔沟村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人口稳
定增收的有效途径。张丽艳一家靠
着种植大葱不仅脱了贫，这几年还有
了积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张
丽艳家栽有十来亩大葱，年收入在六
万元至八万元之间。说起栽植大葱

的收益，张丽艳坦言：“通过十来年栽
植大葱，家里经济宽裕了不少，不仅
治好了丈夫的病，还还清了外债，摘
掉了低保户的帽子。现在，日子越来
越好了。”

据了解，白塔沟村栽植的大葱品
种是“辽葱4号”，经过多年的培育改
良，更加适合本地的气候、土壤和环
境。村里栽植的大葱个大、香浓、辣
烈，肉厚心实、质地细密、耐贮存，备受
市场青睐。2023年，全村大葱种植面
积已增加到1000亩，预计产量1000
万斤以上。大葱产业逐渐成为群众重
要的经济来源。白塔沟村党支部还带
头创办了大葱经济合作社，吸纳农户
100多户，从土地流转、技术培训、大
葱的种植以及销售为种植户提供一条
龙服务，为本村想靠种植大葱发家致
富的农户提供了坚实保障。

（季 哲）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辖区群众
燃气使用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管局建
设市监所分别对辖区内的充气站、燃
气器具销售单位和燃气灶具使用情况
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整治。

建设市监所定期对两家液化气充

装单位进行隐患排查，对充装前后检
查记录情况、非法充装情况等进行认
真检查；对辖区内经营燃气灶具（家
用、商用）、燃气热水器、燃气采暖炉和
消防器材的销售单位进行了监督检
查，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责令整

改。同时，建设市监所还与镇政府联
合入户走访居民燃气使用情况，并向
群众普及燃气安全相关常识和燃气器
具使用注意事项，确保群众燃气使用
安全。

（县市场局建设市监所）

县市场监管局建设市监所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

筑牢监管防线 守好燃气安全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振兴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积极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痛
点、难点和堵点，近日，县自然资源局
领导干部到业务窗口体验业务办理
相关“流程”。活动中，领导干部先后
深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

窗口和不动产分中心涉税业务窗口，
及时查找审批服务中存在的短板问题，
同时，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制定
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助力营商环境优
化升级。 （县自然资源局）

县自然资源局领导干部

体验办事“流程”疏堵点解难点

新民镇白塔沟村

“葱农”走出致富路 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人才观，影
响着人才的成长，也事关国家的未
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
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
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
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我国是一个大
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
全方位的。只有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
人才观，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建设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
伍，才能让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
好。”放眼今日之中国，无论是突破“卡
脖子”的科技难题，还是书写好乡村振
兴的大文章，无论是增进民生福祉、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还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都迫切需要一批又
一批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我们要打

破社会上对一些职业、学历等的偏见，
在全社会树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的普遍共识，让不同专业特长、不
同职业岗位、不同能力水平的各方面
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让更多千里
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

强国之道，要在得人。培养造就
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
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建党百年之
际，在为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艾爱
国颁授“七一勋章”时，习近平总书记
语重心长地说：“大国工匠，国家就需
要你这样的人。”殷殷话语，彰显了爱
才敬才的深厚情怀，充分体现了对于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关切重视。今天
的人才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要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
建设，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针
对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重点抓好战
略科学家、顶尖人才、“卡脖子”技术攻
关人才、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同时培
养造就大批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
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加快建立人才
资源竞争优势，让源源不断的人才优
势转化为澎湃不竭的发展优势。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只有中专学历，
但他几十年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大田、
实验室、车间中搞创新，填补了我国地
膜植棉机械化应用领域空白；文物修
复工作寂寞、清贫，但故宫里兀兀穷年
的文物修复师们，以精湛的技艺让一
件件文物重焕生机，也因极致的匠心
赢得全社会的赞誉……他们的故事
生动证明：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人
才根系才能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
壮成长；人人都努力找准个人条件和
社会需求之间的定位，不负韶华，砥砺
奋进，定能在沃土中成长为栋梁之材。

从三星堆考古现场的年轻人，到
在群山深处默默坚守的“探天者”，从
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到古老长城的
守护者……今天，我国各项事业发展
正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新征程
上，我们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继续完
善机制、补齐短板，为各类人才干事创
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让事业激励人
才，让人才成就事业，为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人才之基、汇聚
磅礴力量。 （人民日报）

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经2023年8月31日阜新蒙古族自治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
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

高瑞斌同志为县财政局局长；
李晓波同志为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蔺强同志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决定免去：
党同亮同志的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职

务；
冯克同志的县财政局局长职务；
陈玉春同志的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职

务；
高瑞斌同志的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职

务。
特此公告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23年8月31日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