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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力 乡村振兴

文明实践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司佳 见习记者
安 珊）3月27日，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主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县
繁荣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
的，2025年阜新市特种设备事故应
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在我县举行。
市、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阜新市
特检所和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观
摩会。

本次演练，模拟在液化气管道
紧急切断阀泄漏情况下的救援处置
全过程。演练旨在提高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意识及风险防范意识，检验
企业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强化人员协同救援能力，提升特
种设备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和救援
处置水平，确保能够迅速、有序地应
对突发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带
来的损失。

演练分为第一现场生产区和第
二现场储罐区，设置了发现泄漏、切
断电源、应急抢险、警戒疏散人员、
医疗救护、抢修、事故调查等环节。
演练方案设计紧贴实际，演练科目

编排紧贴实战，团队整体应急响应
高效有序。整个演练过程中，处置
流程科学严谨，专业设备操作严格
规范，充分体现了企业员工较强的
安全意识和较高的处置能力。

本次演练是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的一次全面检验，也为全市液化
气充装行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应急管理
范例。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
续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保证
安全生产工作形势稳定向好。

阜新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在我县举行

增 强 应 急 能 力 筑 牢 安 全 防 线

本报讯（记者 谢红静王博龙）
3月28日，我县召开花生绿色高产
高效春耕学术交流会。

会议旨在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推动前沿技术落地，促进科研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解决花生
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可行
性和科学性的花生种植指导意见，
推动我县花生产业在2025年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员围绕2025年花生生
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提出意见建议，

并就花生繁种、新品种培育及配套
栽培技术、抗病等方面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交流。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在讲话中
表示，要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进一
步强化技术推广服务，不断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
强市场开拓与监管，凝聚各方智慧
力量，共同促进花生绿色高产高效
发展，为全县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花生学术研讨交流，促进了

省、市、县研究团队的相互了解，拓展
了科研思路，达成了在花生栽培研究
领域的合作共识。下一步，县农业农
村局和县花生学会将强化合作，推动
花生产业发展，提高花生种植收益，
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省农科院栽培所、沙地所研究员，
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市科创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气象局、科协、花生学会及来自我
县重点花生种植乡镇的相关企业、农
场主、合作社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我县召开花生绿色高产高效春耕学术交流会

“ 实 验 ”引 领 “ 田 间 ”践 行

本报讯 为弘扬新时代雷锋精
神、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日
前，县生态环境分局党总支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开展“学雷锋 护碧水”
主题河道巡查志愿活动。

活动涉及伊吗图河、细河、东沙
河、高林台河、五道桥子河共五条河
流。参加活动人员分成八个小队，
针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河道垃圾、
畜禽粪污堆积等河道环境问题进行

逐一记录、拍摄现场照片、标记点位
位置，并及时反馈给相关责任单位，
推动责任主体落实整改，以实际行
动助力我县水环境质量巩固提
升。 （县生态环境分局）

县生态环境分局开展河道巡查志愿活动

把 脉 河 道 呵 护 碧 水

本报讯 为弘扬新时代文明实践
精神，助力基层文化建设，日前，红帽
子镇30余名“娜仁花”志愿者走进镇
文化站，开展以“守护文化根脉 传承
文明薪火”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携带清洁工具，对文
化站展厅、图书角、公共活动区等区

域进行了全面清扫。
随后，志愿者们又化身“文化传

播使者”，在镇中心广场开展古城古
塔文化宣传活动。志愿者们精心设
计制作了100余份宣传手册，图文
并茂地展示了当地明清古建筑群的
历史沿革、建筑特色和保护价值。

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互动讲解区。
通过现场问答、文物知识竞猜等形
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文化遗产保护
知识。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镇文化站
环境，还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文化遗
产保护意识。 （红帽子镇）

红帽子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守 护 文 化 根 脉 传 承 文 明 薪 火

买菜的同时来一杯“菜场咖啡”，临走时

挑上一盆花……浙江杭州西湖区，改造后的

东山弄市集里，生活气息浓郁又新奇。

菜市场展新貌，优质服务、舒心体验让人

舍不得加快脚步。近年来，这样的品质化改

造，在各地悄然发生。杭州在推进农贸市场

提升过程中，始终有个重要的考量：通过优化

民生服务供给，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办好关系‘一菜一早’‘一老一小’的实

事，不能简单理解为办点婆婆妈妈的小事”

“办民生实事就是搞基层治理，办好实事也是

搞好治理”……在杭州西湖区、上城区等地

走访，不少党员干部都有这样的共识。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办好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

正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所在，也

体现了一个城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

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

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

汹涌也不行。”怎样才能“管”好，让经济社会

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菜市场这个

民生小切口，带来不少启示。

办好实事让群众满意，须处理好“面子”

与“里子”的关系。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不光

要“面子”光鲜，“里子”也得敞亮。

地处杭州闹市区的松木场农贸市场，改

造提升时，聘请了专业设计师，用油纸伞、鱼

篓等水乡元素装饰店铺摊位。曾有人担忧，

“摊位提升档次，租金和菜价会不会水涨船

高？”市场管理方态度明确：“为群众提供新

鲜、实惠的蔬菜，不会借改造抬高物价。”不

涨价如何平抑成本？这需要在灵活经营与

优化管理上下功夫。比如，满足群众的“小

修小补”需求，让菜市场成为社区“15分钟

便民圈”的重要一环，更多便民服务成为新

增长点。不做表面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

就能调动群众“愿意逛”的热情，激活市场经

营活力。

农贸市场样态之变，看似是微变化、

微更新，打开视野看，其实也事关打造消

费新场景新热点，有利于稳投资、促消费、

助转型。

东山弄市集距杭州西湖不过1000米，不

仅附近居民来此采购，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

也前来体验“四季有景”的城市文化。烟火

味、年轻态与新消费融合的“新农贸”，加上有

文艺范儿的咖啡馆、花艺店，让居民游客感觉

“走进一个‘活态美术馆’”。改变传统菜市场

“旧面貌”，改变经营“旧业态”，改变产业“旧

生态”，方能让“小生意”拥有“大场景”，推进

农文旅商有机融合。

蕴藏发展活力的何止菜市场。规范店家

“外摆”，鼓励延时经营，夜间消费更火热；开

辟专门场地，公园里搭起帐篷，赏春景、促消

费；昔日防空洞改造成火锅店、酒吧和书店，

居民游客纷纷来打卡；家电家居“上新”一体

化门店，打造新型体验式消费……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

从细微处着手，在精细处发力，多层次创新供

给、优化管理，那些隐藏的消费潜力就会充分

释放。

治理增动力，民生多红利，发展添活力。

保障好民生福祉，提升好社会治理效能，让各

方活力充分显现，高质量发展成果定将更多

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人民日报）

民生小切口 激发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