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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西班牙文版阅读分享会在阿根廷举行

本报讯（记者 于 水 王美娟
实习记者 董 祺）4月18日，我县与沈
阳师范大学举行“延续民族历史文脉
文化交流互鉴”签约仪式。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高峰及沈阳师范大学副校
长赵礼强一行出席签约仪式。县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签约仪式。

热情好客的蒙古贞人民用蒙古族
最崇高的礼节向与会领导敬献哈达。

签约仪式上，高峰在讲话中代表县
委、县政府对县校成功合作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前来参加签约仪式的沈阳师范大
学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高峰在讲话中说，多年来，我县非遗
保护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

方针，不断健全机制，强化措施，全面开
展我县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
作。截至目前，我县已有县级非遗名录
项目11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名，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4名，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56名，县级代表性传承人133名，非
遗文化得到了有效保护。沈阳师范大学
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国内一
所知名大学。当前，我县在全面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中展现大有作为、实现更
大突破，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为双方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高层次合作
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沈阳师范
大学能够充分发挥科研和人才优势，在
更多领域深化与我县的务实合作。县
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校地合作创
造良好条件，推动双方合作开出绚丽之
花、结出丰硕之果。

赵礼强介绍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术
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并表示，学
校依托学科优势，一直非常重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希望通过
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开展深入合作，共
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发扬、培训等工
作，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和改革人才培
养模式，整合双方资源，进一步激活人
才培养新活力，助力县校高质量发展。

随后，沈阳师范大学领导为非遗
研究馆员白银亮、东蒙短调民歌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梅颁发特聘教授证
书。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当天，与会领导欣赏了县级非遗
项目顶碗舞，国家级非遗项目阜新东
蒙短调民歌和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等
精彩的节目。

阜新开建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近日，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辉

彤村，随着机电井井机进场作业，阜新市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示范
区以“高效节水、打造万亩吨良田”为主题，
建设规模为1万亩。

据介绍，示范区将采取土地流转、入
股、托管、合作等模式进行规模化经营，实
施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
路、农田防护、输配电、水肥一体化等措
施。示范区将采取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玉米密植滴灌高产、
秸秆还田等措施，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农田
综合信息采集、智能灌溉控制、水价综合改
革、植保监测、耕地质量监测管理、农事综
合管理、农机管理应用和农产品追溯源等
功能，达成“一个屏幕（或智能终端）管理万
亩良田”“一套农事管理系统服务百万亩良
田”。

示范区可有效降低旱涝灾害对农作物
产量的影响。根据测算，示范区建成后，农
作物产量可提高40%以上，农产品质量可
提升1个等级，农业产值由1820万元提升
至2600万元，农民纯收入增加200万元，
农民人均增加纯收入2000元。（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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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辽宁金融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

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委、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林草局、国
有建设林场承办的“汇聚青年力量投身科
尔沁沙地歼灭战”植树志愿活动，在务欢池
镇沙化地提升区域举行。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林场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
踏土固根、提水浇灌。经过紧张忙碌的辛
勤劳动，志愿者们在120亩土地上栽植了
中绥12号杨树，为美丽阜新再添一抹新
绿。

此次植树活动是全市团组织积极投身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动员令。全市广大青
年将积极响应“保护母亲河行动”号召和团
市委“义务植树”倡议，主动参与植树护绿
行动，助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阜新日报）

干群同心退风沙，慎终如始向绿
行。

入春以来，在我县科尔沁沙地综
合治理项目区，到处是忙碌治沙的场
景，人们平整土地、架起电线、开挖方
塘、插下柳枝，吹响了“誓将沙地变绿
洲”的决胜号角。

我县共有沙化土地100.89万亩，
涉及26个乡镇。2023年，我县坚持边
完善规划、边细化举措、边推进治理的
原则，在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加力
提速规划编制，确定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共实施6个方面、18个项目。截至目
前，除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需跨年度实
施外，其余项目均已完成时序进度，为
后续项目高质量实施提供了经验和借
鉴。

今年，为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我县抢抓先机，早早拉开春季治沙帷
幕。

根据方案，我县坚持“水网先行、
路网跟进、林网提升”，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谋划
5个方面的治理方向：一是以水治沙。
通过“全域海绵化·水润阜新”、伊吗图
河综合治理、涝区治理、水库除险加固
等项目，计划实施水土流失治理33平方
公里、河道治理97.76公里，设计治涝总
面积9万亩，完成碱锅水库除险加固，建
设移民后期扶持项目32处，以及化石戈

河山洪沟治理。二是以农治沙。通过
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性耕作、耕地轮
作、农田防护林网建设等，计划在17个
乡镇、58个村实施31.77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在26个乡镇、241个村实
施9万亩保护性耕作，在12个乡镇、26
个村实施2000亩耕地轮作，在9个乡
镇、18个村推广高强度地膜5200亩。
并计划利用高标准农田和坡耕地田埂
开展防护林建设，计划新建3641亩，切
实达到锁沙目的。三是以绿治沙。通
过实施退化林分修复、退化草原修复、
村屯绿化等举措，计划完成退化林分修
复14.08万亩。目前，已完成地块落实5
万亩，剩余9.08万亩正在进一步落实
中；对2021年以来，在石质山地等造林
保存率不足60%的地块进行补植补造，
计划补植8.139万亩；继续围绕“四旁”
空地，开展村屯绿化1万亩。四是以河
治沙。通过开展流域治理，统筹水网、
路网、林网一体化建设，计划在6个乡镇
重点粮食主产区实施修河护堤、栽植护
岸林、提高灌溉面积，将坡耕地治理、生
态河道治理、旅游路建设、高效农业、防
护林网建设、白玉都香瓜、扎兰营子苹
果梨等项目和产业高度结合，充分发挥
各行业各部门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产业
链条，将防沙治沙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
在一起。五是以密治沙。依托农业单
产提升工程，计划累计实施20万亩单产

提升工程，提高农作物产量，并起到锁
沙作用。

与此同时，我县将抓好典型、树立
样板，重点打造综合治理示范乡镇、

“三河源”治理示范区、粮食单产提升
示范区、“锁边林带”建设、国有林场林
下经济示范、堵“风口”锁“沙口”、绕阳
河全流域治理等7个精品项目，实现生
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企业、集
体、农户三方共富。

在推进歼灭战进程中，我县加强
项目谋划包装，紧跟国家、省政策及
资金投向，谋划实施一批重点生态工
程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治
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过程监管，保
质保量推进，切实提高防沙治沙质
量，打造精品治沙工程；同时，广泛发
动群众参与，积极推行“以奖代补”

“以工代赈”“先造后补”机制，吸引广
大群众参与到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工
作中来。计划 2025 年底前，全县完
成沙拉、苍土、八家子等13个沙化面
积不足 1万亩的乡镇的沙化土地治
理工作，实现“脱沙”目标；到2026年
底前，全县沙化土地完成一至两遍治
理；到 2028 年底前，彻底消除全县
100.89万亩沙化土地，全面建成沙地
治理成效显著、技术模式领先、政策
机制有创新、产业发展有特色的全国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常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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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添绿正当时 青春先行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