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时节，清晨一缕缕阳光透过云层，照

在内蒙古赤峰大地之上。在宁城县汐子镇齐

家营子村，村民闫峰和妻子早早在大棚里忙

活了起来。“冬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这茬青

椒、尖椒从 10 月开始种，种好了能卖到明年 6
月呢。”闫峰边干活边说。

闫峰只是赤峰市宁城县推进乡村产业发

展的众多受益者之一。近年来宁城县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推进乡村产业集聚、要素集中、

经营集约，发展设施农业、林果、肉牛养殖三

大产业，使其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走出了一条“川种

菜、山栽果、丘陵地区养肉牛”的乡村产业振

兴之路。

56 岁的于兴海，家住宁城县大城子镇下

五家村。从最初在自家房前屋后，用火墙、竹

片搭建简易大棚，种些芹菜、黄瓜在赶集时

卖，到逐步贷款建起由砖墙、钢筋组成的保温

大棚，将尖椒、番茄定点送往农贸市场。10 多

年来，于兴海不断摸索，产量提升、收入增加，

当地设施农业发展也逐步兴起。

为提升蔬菜品种品质，宁城县与中国农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成

立科研工作站，开展技术培训，农技人员包乡

驻 村 入 园 开 展 服 务 ，对 村 民 进 行“ 点 对 点 ”

指导。

为进一步扩大规模，近年来宁城县先后

投入各类资金 6.2 亿元。其中黄瓜、辣椒、番

茄、圆茄等 6 处专业园区规模超 1 万亩，千亩

日光温室园区 64 处，设施农业专业村 58 个，

形成了“一乡一业、一园一品”的设施农业发

展格局。宁城县设施农业总面积已达 50 万

亩，从业 7 万余户，带动从业农民人均增收

2.65 万元。

“我们还积极发展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包装加工、市场销售等配套服务，加大品牌培

育，认证绿色有机蔬菜产品 59 个，注册宁城

番茄、宁城黄瓜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4 件，有

效提升了宁城设施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

争力，成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优质蔬菜

供应基地。”宁城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张海轩

表示。

“原来咱这荒山秃山，一趟沟，两侧山，山

多坡多，种粮没产量。虽然气候、光照适合种

果树，零星散种却效益低、增收难。”55 岁的

宁 城 县 小 城 子 镇 柳 树 营 子 村 村 民 白 银 江

回忆。

为让村民们增收致富，10 多年前，当时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白银江带领周边村镇

20 多户农户试种苹果。白银江四处学习、试

验品种，县里建设了水井、管道等基础设施，

经过 5 年时间、近 10 万元的投入，他家 10 多

亩苹果林终于结果，当年就回了本，还挣了五

六万元。

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激发了发

展林果产业的积极性，县里也适时推出了专

项政策、资金支持。近 5 年来，全县累计投入

各类补贴资金 1.6 亿元，统一规划、连片开发、

集中建设，还与中国果树研究所、沈阳农业大

学等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引进新品种，指导技

术培训。

宁 城 县 还 因 地 制 宜 ，合 理 布 局 品 种 栽

培，浅山区种蒙富苹果，丘陵山区种南果梨

和新苹红苹果，丘陵坡地种寒红梨，次生林

区种大榛子。“我们根据区域布局扩大规模，

推动林果栽植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向整流

域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转变。”宁城县委常

委、副县长杨磊介绍。宁城县果树经济林面

积 已 达 25 万 亩 ，带 动 全 县 农 民 人 均 增 收

1000 元。

宁城县八里罕镇北梁村的万头肉牛产业

园区里，上千头壮硕的肉牛悠闲地在不同区

域里休憩吃料。“我们的园区占地 600 亩，现

存栏肉牛 3500 头，年出栏 5000 余头，年收入

达 1000 余万元，目前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

理 ，辐 射 带 动 了 周 边 多 个 地 区 肉 牛 产 业 发

展。”宁城县绿草地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

学健介绍。

“宁城县境内没有草原、草场，与其他牧

区 旗 县 相 比 ，发 展 肉 牛 养 殖 并 没 有 太 大 优

势。但是我们全县有耕地 205 万亩，年产玉

米 70 万吨、秸秆 80 万吨，能够提供充足的饲

料储备。”杨磊介绍。为此，宁城县整合各类

资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肉牛养殖业。

宁城县还不断优化肉牛养殖布局，肉牛

养殖形成西部丘陵山区重点发展优质母牛、

东部平川区重点发展育肥牛的“西繁东育”产

业格局。全县肉牛存栏已达 45 万头，标准化

肉牛养殖场 320 处，从业农户达到 3.98 万户，

养牛户人均增收 1.15 万元。

内蒙古宁城县因地制宜拓宽群众致富路——

产业不断升级 增收更添底气
本报记者 张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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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28日电 （记者

闫伊乔）记者从 28 日教育部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 届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 人 ，规 模 和 增 量 均 创 历 史

新高。

当前，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31 个省份和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都 已 全 面 推 动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教育

系 统 持 续 开 展“24365 校 园 招 聘 服

务”，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会同 12 家

社会招聘机构已累计发布岗位信息

近 2156 万条，会同有关部门直接举

办专场网络招聘活动 10 场，累计提

供各类岗位 80 多万个。各地各高校

已为 2022 届高校毕业生举办校园招

聘活动 4 万多场，累计提供岗位信息

近 2000 万条。同时，教育部启动实

施“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围绕

定向人才培养培训、就业实践实习

基地建设、人力资源提升等方面，推

动校企合作，深化就业与培养有机

联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

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推动各地各高校全面落实就业

工作责任，加强部门联动和协同配

合，确保各项促就业政策措施落地

落实，全力促进 2022 届高校毕业生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据介绍，2021 届高校毕业生规

模 909 万 人 ，就 业 局 势 总 体 稳 定 。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形势复杂严峻，“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为解决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教育系统主要开展了创新方式开拓市

场性岗位、用足用好政策性岗位、优化升级就业指导服务、全

力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四方面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 1—11 月份，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 1207 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其中高校毕业

生就业为全国就业大局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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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以线上线

下双线“三服务”（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

基层）为抓手，坚持“线下走出去”和“线上迎

进来”相结合，多途径、多渠道收集解决企业、

群众、基层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家住临安区玲珑街道夏禹桥村的

朱雪芬仅用了 17 天时间，就拿到了自家农房

建设的审批文件。

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网上办证、网上监

管，临安区针对当地农村群众自建房需求，以

数字化改革为依托，打造线上政务服务闭环，

持续提升行政审批效能。群众通过手机登录

“农房建设管理平台”客户端，即可实现信息

申报、流程跟踪和结果确认。原先纸质审批

时，村民需要跑所在村、镇（街道）、设计公司、

测绘公司等 4 家单位、找 9 个人签字盖章。现

在通过网上审批，村民“一次都不用跑”。截

至 目 前 ，当 地 已 通 过 该 平 台 审 批 农 房

3878 件。

同时，主管部门通过线上平台可对在建

房屋实施全方位、全天候视频监管，确保及时

发现和查处违规建房行为，更好保证了管理

制度实施和建房质量。

线上线下相结合，是临安双线“三服务”

工作的鲜明特色。深化线下走访，临安按照

“组团式走访、专班式服务、专员式包保”服

务模式，通过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直接听

取企业、群众和基层的困难，避免层层走访，

确保走访全覆盖。创新线上破题，当地开发

数字化平台，建立起一套前端问题收集、中

端交办处置、末端跟踪晾晒的全流程问题闭

环管理机制。群众、企业、村（社）可通过四

个端口线上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同时可以

线 上 查 询 问 题 办 理 进 度 和 评 价 监 督 办 理

效果。

一台智能终端、一块屏幕和一根网线，临

安区创新推出的“微法庭”把法官、村干部和

当事双方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将法律服务

延伸到乡镇街道、农村社区一级，促进了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同时引导群众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

全区营造起浓厚的法律氛围。目前，临安区

“微法庭”经验已在全省推广，仅杭州市就建

成“微法庭”2884 家。

把以往集中在区一级的政务服务资源

下沉，临安区将服务触角延伸得更远、把社

情民意了解得更清，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今年前三季度，全区机关党员干

部走访企业 8703 家、农户 23775 家、重点项

目 173 次 ，共 收 集 问 题 6265 个 ，办 结 问 题

6143 个。全区 80 个职能部门和 18 个镇街共

组建“三服务”专班 448 个，实行小微事项现

场办、共性问题区分管负责人牵头办、大事

难事区主要负责人领衔办等制度，确保责任

落到人落到地。

针对在走访中了解到的重点企业在改制

重组、上市融资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临

安区税务局定制化地推出了“上市档案”“上

市套餐”“体检报告”等服务，给企业发展提供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税务部门上门开展精准

辅导，帮助我们解决了上市涉税问题，让我们

切实感受到了税收优惠政策和便民办税带来

的红利。”杭州海维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许华君说。

“我们切实推动以服务开局、以服务赋

能、以服务提质，形成了‘党员冲在前，干部做

示范，服务不打烊’的浓厚氛围，有力支撑了

临安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探索

新 路 径 、激 活 新 动 能 。”临 安 区 委 主 要 负 责

人说。

浙江杭州临安区多渠道听民声解民忧——

创新服务手段 提升服务效能
潘 杨

■这一年，我们获得感满满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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