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记者 白蓼

本报讯 针对老年人群体获得信息

渠道较为单一、易上当受骗的特点，红山

区东城街道出真招、把关口，积极应对层

出不穷的诈骗手段，帮助老年人守好“钱

袋子”，为老年人群体的财产安全和合法

权益保驾护航。

为筑牢反诈“防火墙”，东城街道联

合派出所，与群众面对面、一对一讲解，

并手把手帮助居民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目 前 已 累 计 完 成 推 广 安 装 3123
人。同时，东城街道还制定了《东城街道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全面排查，加强

反诈宣传，形成防诈长效机制。

聚焦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和思想心理

状态，东城街道推出了“守望银龄”志愿

服务项目及“共话重阳”联欢活动、“翰墨

丹青颂家风”移风易俗等文艺文化活动，

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老

年人形成预防诈骗“免疫力”，远离诈骗

陷阱。

东城街道开展“法治我践行，巾帼

建新功”普法活动，积极组织社区举办

普法讲座，进一步推进涉老反诈宣传进

企 业 、进 社 区 、进 公 园 、进 广 场 、进 家

庭。在帮助老年人识破骗局、保护权益

的同时，设置 24 小时举报电话，受理涉

及养老诈骗群众举报线索，切实保护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织密反

诈“安全网”。

东城街道：筑牢反诈“防火墙”

综合新闻 Zonghexinwen2 版 2022年12月21日

责任编辑 张敏 版式设计 张敏

电子邮箱 cfrbzhxw@163.com

重实干 务实功 求实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社会治理新常态 全民参与动起来

□记者 张绍军通讯员 刘开虎

2022 年，林西县大营子乡从整合

社会服务资源入手，构建起以联合社

为依托、农民合作社为引领、农机社会

化服务为重点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行

生产、供销、信用体系“三位一体”服

务，实现群众、村集体、合作社多方共

赢局面。

推行生产服务新模式

今年，繁荣村村民戴金海把土地

入股公司进行集中规划管理，每亩地

不仅可以享受补贴资金，年末还能获

得分红。“土地入股集中管理真是不

错，省心又省力，农闲时还可以打打零

工，这样在家门口就有经济收入，还可

以照顾老人和孩子。”说起现在的种植

模式，戴金海开心地说：“好日子到来

了，相信未来生活会更好。”

为更好地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效

率，繁荣村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模式，

倡导农民以土地、农机具等形式入股，

成立赤峰市大营子众盈为农服务有限

公司，紧盯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

三个关键环节，在提供市场信息、推广

农机社会化服务、拓宽销售渠道等方

面持续发力，为村民提供质优价廉的

服务。并成功实现与外地多家蔬菜企

业、奶业企业、农业科技企业长期合

作，确保产品畅销、村民增收、公司盈

利，实现共同富裕。

创新供销合作新机制

借助公司共享众盈理念，大营子

乡不断在农资统购和农产品统销上双

向发力。在农资购买上，大力推行“党

建引领+搭建平台+服务两端”农资储

备新模式，通过与优质农资生产企业

直接对接，实现了生产物资统一品种、

统一定价、保证质量、送货上门的优质

服务，带动农户 700 余户，每亩地节约

支出 30 元，户均节约支出 300 元，有效

降低了生产成本。在产后销售上，大

力培育本乡本土农产品品牌，提高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顺利完成绿色产品

认证。通过对接商超、批发市场、培养

本土经纪人等方式，实现“点餐式”订

单种植，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市场风

险，为农户搭建销售平台。

“今年年初，公司帮助村民联系购

买了化肥，不仅质优价廉，还送货上

门。算一下成本，节约了近千元。”繁

荣村村民范晓勇乐呵呵地说。

搭建信用体系新框架

今年年初，繁荣村种植户苗海龙

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胡萝卜种植面

积，可是承包土地的资金不足，此时

“三位一体”平台向他伸出援手，帮助

他贷了 5 万元信用互助贷款，解决了

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乡里组建的

‘三位一体’平台真是‘及时雨’，帮我

渡过了难关。”苗海龙激动地说。

为有效解决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的

问题，大营子乡紧紧抓住资金融通这

个关键环节，牵头成立农村综合信用

体系建设项目，通过开展资金互助推

动产业发展。通过“三位一体”机制，

与林西县邮储银行、农商银行协调沟

通，设立绩效目标，形成综合信用评

价，广泛开展诚信村、诚信户评选活

动，对全村村民进行整体授信。信用

合作为生产和供销合作提供了有力的

资金保障，提升了效率，推进“三位一

体”服务实现更高层次综合合作，大大

提高了村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构筑乡村发展新模式，激活乡村

振兴新动能。如今，大营子乡正以构

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体系为着力

点，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新模式，初步实

现党建引领、群众抱团发展的良好局

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吹响了

集体经济增收集结号。

“三位一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大营子乡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新模式

□记者 蒙慧林

本报讯 寒冬时节，走进总占地约 80
亩的松山区上官地镇肉牛养殖园区里，

一栋栋现代化牛舍错落有致，舍内数百

头肉牛膘肥体壮，工人们将秸秆、酒糟通

过传输带运至搅拌机内搅拌，随后将饲

料依次投喂给肉牛，并按流程对每头牛

日常健康情况进行检查、登记。

“这些肉牛都是西门塔尔牛，主要销

往 长 春 、哈 尔 滨 等 城 市,每 头 牛 年 收 益

8000 多元。接下来，我们准备将养殖规

模扩大到 1000 头以上。”园区负责人李

宏武说。

近年来，上官地镇始终把发展养殖业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产业来抓，坚持

农牧循环、种养结合、循环发展的思路，依

托全镇养殖基础和优质饲草种植优势，以

“企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辐射带动

周边农民从事肉牛养殖，并为附近农民提

供长期就业岗位。目前，园区内草料库、

高位水池及管网电路等配套设施齐全，15
名工人负责肉牛喂养、设备维护等工作，

一条企业增产、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的共

赢之路正在铺展。“我们将继续探索饲草

料深加工、农产品初加工等延链补链项

目，推动养殖园区全产业链发展。探索通

过园区拉动示范，引导小规模养殖户通过

订单托养代养、合作共养等方式，逐步实

现‘人畜分离’，推动产业集中集聚、群众

增收，建设宜居村庄。”上官地镇副镇长张

艳东说。

上官地镇：肉牛产业“牛”劲十足

“公司以为民服
务为宗旨，配备农机
具120台，建设专业
服务团队 14支，吸
纳社员3040户。”这
是赤峰市大营子众
盈为农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人梁向东作
汇报时的话语，一连
串的数字引来与会
人员阵阵掌声。

▼为群众收割玉米。

为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有
效改善空气质量，降低噪音污染，切
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文明、和谐、
有序的城市人文环境，促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赤峰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
法律法规，决定在我市中心城区部
分区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23年1月1日起，市中
心城区大广高速（G45）以南，清河
路—哈达东街—城南立交桥以西，
铁南大街—大板路—赤土线以北，
丹锡高速（G16）以东；和美工贸园
区 S206 沿线以东，泰和王府以北，
锡伯河沿岸以西区域内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限放区
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与质
量》（GB10631—2013）规定的专业
燃放类产品，C级中的爆竹类、升空
类、吐珠类、组合烟花类产品。允许
燃 放《烟 花 爆 竹 安 全 与 质 量》

（GB10631—2013）规定的 C 级、D
级中的喷花类、旋转类、玩具类及D
级中组合烟花类（仅限喷花组合）产
品。

三、重大节日、庆祝、庆典活动
中，确需在限放区域内燃放本通告
第二条规定禁放的烟花爆竹品类
的，须经红山区、松山区、喀喇沁旗
等属地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批准，并
在指定时间、地点燃放。

四、红山区、松山区、喀喇沁旗
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工作属地责任。应急管理、公
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按
照各自管理职责，依法从严管控、严
厉查处限制区域内违法违规经营、
储存、运输、邮寄、燃放烟花爆竹等
行为。

五、广大市民、单位应当自觉
遵守本通告，对违法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的，任何人有权进行劝阻和举
报（举报电话：12350、110），有关部
门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
竹燃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
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部分区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为全面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阿鲁科尔沁旗公安
乌兰牧骑组织民警化身宣讲员，深入
基层，从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话题
切入，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播到辖区
每一个角落、传递到群众心间。

民警用生动朴实的“家常话”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同时，还以面对
面、心贴心的宣传形式，向群众普及
反电信网络诈骗、毒品危害等相关知
识，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

来源：活力阿鲁科尔沁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民警宣讲员

□记者 张绍军

本报讯 12 月 20 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田晨光到中心城区调研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全面排查安全

隐患，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赤峰众联广

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赤峰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赤峰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等

企业，分别就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运行和

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管理、生产车间和硫

酸罐区安全管理、重大危险源风险防范、

燃气储存输送安全管理等工作进行实地

调研。每到一处，田晨光边听取汇报边

详细询问安全生产情况，指出问题并提

出改进措施。

田晨光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

命线，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压紧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提高安全生产防

范水平。要规范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加

强消防安全培训，强化消防安全应急演

练，畅通消防救援通道，提高消防安全

管理水平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

范小火亡人和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紧

盯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检查，

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牢牢守住安全

发展底线。

田晨光调研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记者 张绍军特约通讯员 罗贵东

本报讯“广大菜农请注意，近期

有寒潮来袭，要做好设施农业大棚蔬

菜防寒工作。随时收听天气预报、关

注天气变化……”近日，宁城县各个村

子里的应急广播“村村响”大喇叭响起

来，提醒广大菜农做好防寒御寒工作。

连日来，宁城县 18 个镇乡街 305
个 行 政 村 的 1948 个 应 急 广 播“ 村 村

响”大喇叭格外“热闹”，每天都会播

放相关通知，让广大群众及时了解信

息 。“ 当 前 ，大 喇 叭 主 要 播 放 疫 情 防

控 、安 全 生 产 等 知 识 。 随 着 冬 季 来

临，随时播放天气预报，让村民时刻

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温室大棚冻害防

护等。”右北平镇黑城村村干部杨亚

丽介绍。

据了解，实施应急广播系统建设

工程是宁城县大力推行服务农民群

众、夯实基层宣传阵地、应对自然灾害

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民生工程，也是助

力乡村振兴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在自然灾害、交通运输、

公共卫生等领域发生突发事件时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结合宁城

县“菜、果、牛”三大主导产业，应急广

播日常播出农业种养殖技术、灾害预

防等常识，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

宁城县农村广播“应急广播”系统

工程自 2020 年 6 月正式启动以来，在

县融媒体中心安装应急广播播控平台

一套，新建村级广播系统 305 个，架设

高 音 喇 叭 1948 个 。 如 今 ，应 急 广 播

“村村响”大喇叭不仅消除了政策宣传

和信息传递存在的盲点，在应急避险

中也发挥着很大作用，确保了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

的农民朋友收听广播已成为日常习

惯，农村广播也已成为他们日常劳作、

生活的好帮手。

宁城县

“村村响”传递为民服务好声音

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党群服务中心前的““村村响村村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