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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显担当 决胜之年夺全胜

本报讯（记者 王美娟 王东旭
何振明）夏风草木熏, 生机自欣欣。
在阜新镇巴扎兰村，辽宁壹兴牧业
有限公司投资的育肥牛基地建设如
火如荼：推土机轰鸣作业，钢结构凌
空架设，一派繁忙的景象。

作为阜新镇今年的农业产业化
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千万元，占
地150亩，规划建设牛舍19栋、库房
3栋、青储窖4间及配套发酵车间、污
水处理池等设施，预计年末竣工投
产。该基地建成后，肉牛最大存栏量
达7千头,将与辽宁展牧屠宰项目形
成深度产业链协同，打通“养殖-屠
宰-加工”链条，打造肉牛产业闭环。

从荒地到牛舍，项目建设时间

线彰显的是“阜新速度”。自3月27
日正式立项，该项目仅用45天时间，
高效完成了土地流转、农用设施备
案等前期工作，于5月11日破土动
工。截至7月初，项目已完成5万立
方米土方回填，首批6栋牛舍拔地而
起。同时，高压线路改造、饮水工程
等配套建设同步启动。短短50天的
攻坚，项目已初现规模。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注入了
强劲信心。据壹兴牧业育肥牛养牛
场项目负责人郑晓东介绍：“壹兴牧
业正在进行全力冲刺，确保如期完
成项目建设和验收。项目建成投产
后，每年能为辽宁展牧屠宰场稳定
供应超过6000头的优质肉牛，大约

能满足他们最大屠宰能力的20%至
30%，有力支撑展牧的产能需求，巩
固“养殖-加工”的本地产业链条。
项目预计实现年销售产值约1.5亿
元。同时，该项目也能为当地直接
创造5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让乡亲
们在家门口就能有份好收入。”

壹兴牧业项目的加速落地，是
阜新镇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的生动实践。它承载着产
业升级的雄心与富民强村的愿景，
以实干之姿，“畜”积着乡村振兴的
澎湃动能，为阜新镇乃至区域肉牛
产业高质量发展锻造强劲新引擎。
一个更具韧性与活力的全产业链条
已然“畜”势待发。

辽宁壹兴牧业有限公司育肥牛基地建设如火如荼

肉牛项目“畜”势待发 锻造产业链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王美娟 王东旭
何振明）近日，阜新镇衙门村传来喜
讯，辽宁展牧食品加工基地建设项
目主体工程全面竣工。这个总投资
5千万元、占地1.3365万平方米的现
代化食品加工项目，正以实干实绩
彰显“阜新速度”。

该项目致力于打造区域领先的
牛羊肉精深加工中心，规划建设现
代化牛羊屠宰场、深加工车间及附
属设施。项目投产后，年产牛羊肉
及深加工制品将达3万吨，为区域肉
制品供应链注入新动能。

目前，厂区及办公用房建筑工
程已全面完工，百套屠宰设备采购
同步完成，其余生产车间建设工程
正有序施工，预计年末正式竣工投
产。项目的飞速推进，是我县聚力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据辽宁
展牧食品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辉
介绍：“项目落地以来，县委、县政府

全程护航——政策扶持精准到位，
技术指导直达田间，审批流程压缩
60%以上，这是项目跑出‘加速度’
的关键。阜新镇成立了工作专班，
书记、镇长每周现场办公，从方案论
证到青苗补偿，所有问题‘事不过
夜’，难点直报县领导。在这种顶格
协调机制下，项目工期比原计划提
前了三个月，预计今年10月1日前
竣工投产。项目投入运营后，将形
成由辽宁展牧食品、辽宁禾兴牧业、
蒙县牧牛等企业组成的‘肉牛养殖-
屠宰加工-销售’产业链。预计实现
年产值约3亿元，当年税收1千万元
以上，同时，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
直接带动500家肉牛养殖户创收。”

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
阜新镇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重
视。阜新镇工业办公室负责人梁亚
华说：“镇党委、政府将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重中之重去抓。镇工业办坚

决当好企业的‘贴心人’，推行‘保姆
式服务’。一线解难，坚持开展‘企
业走访日’活动，深入一线建‘一企一
档’，首问负责、全程跟进；高效响应，
开通24小时服务专线，跨部门联动，
攻坚复杂问题，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精准赋能，协助企业申报‘规上’，组
织政策宣讲会、专场招聘会，靶向解
决共性需求；智慧服务，搭建线上平
台，实现政策查询、申报‘一网通办’；
推行反向评价考核。同时，为重点项
目配备服务专员，力促‘拿地即开
工’。定期回访，搭建企业交流合作
平台，促进产业协同、互利共赢。”

该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标准化
屠宰线、高效冷链物流及精深加工
体系，实现“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
条无缝衔接，助力阜新镇构建“养
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畜
牧产业格局，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
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力量。

辽宁展牧食品加工基地主体竣工

政策扶持+精准服务 项目建设显“阜新速度”

本报讯 近日，平安地镇土城子
村的酸枣育苗大棚内一片繁忙景
象：村民们正忙着起苗、捆扎……
1 千株青翠健壮的酸枣苗即将装
车，运往内蒙古自治区。技术员
介绍，这批苗木成活率高、品种优
良，很受市场欢迎，经济效益也很
可观。

土城子村野生山枣资源丰富。
2021年，该村依托辽宁省农科院酸
枣研发团队在当地建立酸枣新品种
培育基地的机会，积极发展酸枣种

植，并利用温室大棚进行反季节育
苗，不仅解决了本村的苗木供应问
题，也打开了内蒙、河北等地的苗木
市场。如今，土城子村的酸枣种植
面积已经达到4千亩，成为省内最大
的酸枣种植基地。

据土城子村酸枣育苗技术负责
人邵茹介绍：“一株山枣苗的成本大
约8角钱。每株苗卖两元钱，1万株
苗就能赚1万两千元钱。”

随着酸枣种植产业的不断壮
大，村民们在酸枣种植、育苗、销售

等环节中各司其职，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条。酸枣产业不仅让村民们
的腰包鼓了起来，也为村集体经济
注入了活力，村民的生活条件和村
容村貌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2024年，土城子村的集体收入
达到了22万元，其中，酸枣项目达到
了12万元，带动就业1千多人次，农
民就业收入15万多元。今年，土城
村又争取了一个酸枣儿初加工项
目，准备打造从种植到初加工的酸
枣产业链。 （季 哲）

平安地镇

打造酸枣产业链 科技赋能助振兴

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培训

安全培训+演练 筑牢企业“安全线”
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化解企业消防安全风险，

切实提升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近日，县消防
救援大队走进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培训中，县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结合企业消
防工作实际和近期典型火灾事故案例，深入讲解
火灾风险评估、危害性剖析、重点部位消防管理
要点以及各岗位人员应尽的消防安全责任与义
务，并重点就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等消防知识进行了讲解，引导企业自觉
杜绝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随后，参训人员进行了初期火灾扑救及疏散
逃生演练。培训人员现场演示和讲解灭火器、消
火栓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技巧和操作要点，指导参
训人员正确使用消防器材，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
合，让参训人员充分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强
化了企业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企业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县消防救援大队）

市人工智能学会联合公益组织开展助学活动

关 爱 暖 童 心 点 亮 微 心 愿
本报讯 近日，市人工智能学会携手辽宁省白

海豚妈妈工作站蔚来少年团站，在于寺学校举办
了“点亮微心愿”捐资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
乡村教育振兴。

“六一”前夕，这两家单位向学校捐赠千余册
图书，为学子们送去了知识甘霖。学校负责人表
示，将高效利用这些捐赠资源，让书本成为点亮
孩子梦想的火种。

近日，爱心人士再赴该校，将承载着关爱的
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送到学生手中，帮助困境学
生实现写在心愿卡上的愿望。

据悉，此次公益行动以“科技+人文”为特色，
通过图书捐赠拓宽学生视野，以个性化心愿满足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于寺学校师生表示，将铭记
社会关爱，让爱心与责任永续传承。（于寺学校）

县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慰问光荣院军人

唱 响 红 色 经 典 致 敬 革 命 岁 月
本报讯 近日，县红十字会雷锋助老关怀志愿

者服务队走进阜新市光荣院，开展了慰问老军
人、老英雄的活动，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向他
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节
目。舞蹈《绣红旗》《红梅赞》再现革命岁月的赤
诚初心；歌伴舞《党旗飘扬的方向》唱出对党的坚
定追随；小合唱《打靶归来》展现了军人风采；京
剧《沙家浜》《红灯记》选段则勾起老人们的红色
记忆。

演出最后，志愿者与老人们共同高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光荣
院，表达了大家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县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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