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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仁花开蒙古贞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News Express新闻速递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
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传统的
养老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老
年人希望有更加舒适、健康、有趣的养
老环境和方式。温泉养老院应运而
生，成为老年人养老的新模式。

走进宝地温泉养老中心，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尽显勃勃生机的各种绿
植。养老中心大楼里，各种配套适老
设施齐备；餐厅环境干净优雅，自助式
取餐更加人性化；房间装修精良,一期
设立养老床位60张、医养床位60张、
旅居床位300张，实现温泉入室；老人
坐在一起聊天，做游戏，还有专业团队

为老年人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养
老中心还设有老年人大学、小镇学堂
等学习、娱乐场所，让老人身心愉悦、
幸福满满。

自2022年5月成立以来，宝地温
泉养老中心不断探索康养产业的新业
态、新模式。他们遵循国际CCRC养
老模式，运用综合机构养老、社区养
老、旅居养老、游学养老等多种养老功
能，打造娱乐、照料、护理等综合服务
的全日制式付费养老社区，是阜新市
首家设在4A级景区里的养老产业。
这一产业在辽宁省位居前列。

五位一体是宝地养老中心康养特

色：舒适的环境、4Ａ级景区，让老人住
得舒心；有机绿色蔬菜，定制专业食
谱，让老人吃得健康；中西蒙医医疗保
障，让老人用得放心；独特的碳酸氢钠
温泉—“老君汤”温泉药浴，帮助老人
调理身体；宝地老年大学和小镇学堂
开设多种课程，定期举办各种活动，让
老人在文化娱乐中调理情致。

舒心养老、放心医疗。宝地温泉
养老中心这种新型养老机构，为老年
人提供了舒适、健康、有趣的养老环
境，为老人提供贴身、贴心、养心的养
老服务，致力于打造特色健康活力的
康养生活新模式。

县人社局

深入企业办培训 提升技能促就业
本报讯 近日，县人社局邀请辽西

技师学院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在阜新
博发铜业有限公司开展首场“理论+
实操”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分为
理论授课、实践操作、技能鉴定三个阶
段，在技能鉴定合格后，颁发国家承认
的职业资格专业证书。（县人社局）

县二高中举行高三毕
业典礼

勇毅前行无所惧 未来可期展翅飞
本报讯 6月2日，县第二高中举

行2023届高三毕业典礼，为即将出
征、决胜高考的高三学子们壮行。

典礼上，学校为优秀毕业生颁发
荣誉证书和奖品；毕业生代表、教师
代表、在校生代表分别发言。校领导
对毕业生们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同学
们牢记“立德修业，敏行致远”的校
训，大气为人、大智谋事、大爱行天
下，努力超越自我，为母校争光，为祖
国争光。 （县二高)

本报讯 （记者 刘 超 实习生
刘 蕙） 今年6月5日是第52个世界
环境日。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生态环保
意识，引导大家积极参加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6月5日当天，市生态环境局
阜蒙县分局，县发改局、应急局、教育

局、公安局等24家单位在蒙古贞广场
共同开展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标语，放置展
板，发放宣传册、环保购物袋等方式，向
过往行人宣传世界环境日相关知识，号

召全民共同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
此次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民众形

成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鼓励大家从
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维护生态环
境，养成合理消费习惯，倡导生态文
明，共建美丽家园。

6月5日，记者在十家子镇街区看
到，街路上的斑马线、车道分道线、车
界线等交通标线已经全面施划。老化
褪色、脱落缺损以及模糊不清的标线
也都换上了“新衣”。

十家子镇是国家级3A级旅游景
区，是国家级玛瑙特色小镇和全国工
业旅游示范点，世界玛瑙之都玛瑙主产
地。建有玛瑙产业基地和福光玛瑙城、
战国红大市场两个大型玛瑙交易市场，
有各类玛瑙企业3000多家，从业人员

30000多人，已形成以原料开采、玛瑙
加工、包装销售为主的完整产业链体
系，是全国最大的玛瑙加工地和交易集
散地，吸引着众多游客与收藏爱好者。
市、县相关领导到十家子镇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时发现，这里人流车流量较大，
却未设置斑马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市、县相关领导立即协调联动县公安局
等部门对镇区街道交通标线进行划定。

自5月20日起，县公安局为十家
子镇重新规划施划交通标线2586平方

米。施划后的交通标线焕然一新，有着
硬度好、附着力强、鲜明醒目等特点。
交通标线换新大幅提高了路面标线的
辨识度，不仅提高了道路通行效率，同
时也新提升了玛瑙小镇的文明形象。

十家子镇镇长安凤辉介绍，县政
府和公安部门高度重视我镇交通安全
问题，不仅为十家子镇公路划定了分
界线和斑马线，并计划年底前还为我
镇安装两处监控，预防交通安全事故
的发生。

6月2日，记者在王府镇百亩膜下
滴灌旱作水稻田里看到，水稻秧齐苗
壮，绿油油的水稻秧苗横成行、竖成
列，好似绿色的“地毯”。

今年，辽宁天阜集团在王府镇河
东村流转土地100亩，引进由新疆天业
集团首创的膜下滴灌水稻节水栽培技
术，实现了“水稻旱作”。该技术使用新
疆天业集团水肥一体化技术，突破传
统“水作”方式，打造辽宁省首个全生
育期无水层、不起垄的膜下滴灌水稻示
范区，可节水60%以上。同时采用机
械直播，实现节水、省地、全程机械化。

据天阜集团营销服务中心负责人
马思远介绍，膜下滴灌旱作水稻是
2004年新疆天业集团立项并在全国
推广的技术。此项技术不仅节水节
肥，还增产增效——高产攻关田平均
亩产达836.9公斤，为我国干旱、半干
旱缺水地区水稻高效种植起到了示范

作用。目前，新疆地区种植面积达到
50万亩，内地推广面积达到 150万
亩。

马思远介绍，今年，天阜集团选择
种植百亩旱作水稻技术基于三点：一
是提高水稻节水能力。传统水田每亩
耗水量达到 2000立方至 2500立方
水；膜下滴灌旱作水稻全程只需要
700立方至750立方水，节水率达到
了60%，降低了水费成本。二是膜下
滴灌旱作水稻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可
节省田埂、水渠等占地面积，利用率提
高了10%至15%。三是有助于减少
甲烷等温室气体以及农药除草剂对苗
儿产生的化学危害。

膜下滴灌旱作水稻技术在辽宁省
属首创，在阜新地区更是个新鲜事
儿。王府镇农民不甘落后，紧跟时代
潮流，学习并应用膜下滴灌旱作水稻
技术。正在田间维修滴灌管的河东

村村民郭春雨种了半辈子地，他此前
从来没种过水稻，更别说膜下滴灌旱
作水稻了。可他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
的劲头，通过到水稻试验田打工，既学
到了技术，又增加了收入。郭春雨主
要负责灌水、施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他说，“膜下滴灌旱作水稻对我来说是
一个新生事物，刚开始什么都不会。
天阜集团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耐心
地讲解这个水稻怎么施肥、怎么浇水、
怎么进行田间管理等。现在，我们老
百姓也可以自己种植水稻啦。”

据介绍，今年试种成功后，明年，
天阜集团将在我县积极推广。

天阜集团突破“水稻离不开水”这
一规律，采用膜下精准滴灌，将水稻种
植到了旱地上。这一水稻旱作“革
命”节约了淡水资源，推动了农业生
产方式变革，助力我县农民走上新型
节水增收之路。

王府镇

膜下滴灌引水 旱地种上水稻
本报记者 王美娟 张 彪

我县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丽家园

宝地温泉养老中心

老 年 人 康 养 新 模 式
本报记者 李司佳 实习生 尔雪瑶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十家子镇

交通标线“换新衣”保障出行更安全
本报记者 王美娟 程 威 实习生 尔雪瑶 陈雯雯

富荣镇

“娜仁花”“赶大集”宣传爱路护路知识
本报讯 近日，富荣镇“娜仁花”

志愿服务队开展“5·26我爱路”铁
路护路宣传活动。活动中，志愿者
们“赶”富荣镇“大集”，向群众发放
《铁路安全知识教育》手册，宣传铁
路护路知识，并赠送手提袋、纸巾等
礼品。

该活动有效提高了铁路沿线群
众的爱路护路意识，营造出全民参
与、共同维护、爱路护路的良好氛
围，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富荣镇）

老河土镇

进村宣讲民法典 法治意识入民心
本报讯 近日，老河土镇“娜仁

花”志愿者联合老河土司法所工作
人员，在老河土镇敖龙胡同村开展
《民法典》进乡村法律宣讲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
发放《民法典》《民法典50问》等法
律宣传材料、详细讲解《民法典》所
涵盖的法律内容等方式，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的知法、守法、依法维权意
识。 （老河土镇）

福兴地学校

歌舞庆“六一”童心颂党恩
本报讯 近日，福兴地学校开展

“放飞童年梦想，欢庆七彩六一”文艺
汇演活动。少先队员们载歌载舞，用
优美的舞蹈、动听的歌声，表达了对
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福兴地镇）

强民社区

大手牵小手 阅读庆“六一”
本报讯 近日，县城区街道强民

社区组织志愿者到辖区内快乐幼儿
园开展“快乐相伴，爱心相随”庆“六
一”系列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讲
解趣味图书，为儿童节增添了一份欢
乐。 （县城区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