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文）自《国务院关于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
知》印发以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持
续以高压态势震慑违法填海，坚决将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严格管控围填海的系列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2020年第一季度，各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创新工作方式，
采取远程监控、视频连线、根据各地实际
动态调整现场核实工作节奏等手段，保持

“15天一覆盖”的监管频率不降低，及时发
现并制止违法用海的苗头倾向，通报并移
交涉嫌违法用海案件，坚决将违法填海消
除在萌芽状态。

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违
法填海现象，发现并制止涉嫌违法填海行
为两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29公顷，目前均
已移交有关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其
中，1处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涉及海域面积
约0.01公顷，涉嫌违法填海主体为福建鑫

天利有限公司；1处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涉
及海域面积约0.28公顷，涉嫌违法填海主
体为坡头区官渡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违法填海得到有效遏制的基础上，自
然资源部继续加强对其他形式违法用海的
管控力度。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发现并制
止桥梁、施工便道、堤坝等涉嫌违法构筑物
用海20处，涉及海域面积约8.50公顷，目前
均已移交有关执法机关依法进行查处。其
中，河北省1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30公顷；
浙江省4处，涉及海域面积约1.43公顷；福
建省两处，涉及海域面积约1.50公顷；广东
省12处，涉及海域面积约4.57公顷；广西壮
族自治区1处，涉及海域面积约0.70公顷。

当前，在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大规模违法填海活动得到有效
遏制，但零星违法用海依然存在。各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及时
发现并制止违法用海行为，持续巩固围填
海管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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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盐水石榴
□□ 龙成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地处滇东北
乌蒙山主峰地段，是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乌蒙山片区集中连片特困县、
云南省 27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全县
集深山、石山、冷凉、干热河谷、泥石流
滑坡地区于一体，生态十分脆弱。

会泽县石榴种植历史久远，因主
产于小江流域娜姑镇盐水河一带，故
而得名“盐水石榴”。清光绪前后，会
泽县“盐水石榴”已驰名中外。20世纪
80年代，盐水石榴就远销港澳，被称之
为“云南水蜜石榴”“神石榴”。

会泽石榴生长于乌蒙山区腹地海
拔 1500-1800米的盐水河两岸。这里
气候干热，土壤为羊肝沙和紫砂土，磷、
钾含量偏高，pH值接近中性，为优质石
榴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
自然环境，造就了盐水石榴皮薄、色艳、
果大、粒饱、核软、汁多、味甜等优良品
质 ，平 均 单 果 重 414g，百 粒 籽 重
38.5-49.3 克，可溶性
固形物14.7%-15.2%，
汁多籽软味甜，8月中
旬成熟上市，是中秋节
的佳果。

由于树龄老化、
品种落后等原因，“神
石 榴 ”一 度 光 环 褪
去。为了让盐水石榴
恢复“青春”，自 2004
年开始，会泽县引进
突尼斯软籽石榴品种

和红如意软籽石榴试栽，经过几年的
栽培驯化，该品种果实近圆形，有棱
肋、果皮薄，平均出籽率 61.3%，果皮
光洁明亮，阳面鲜红、间浓红，平均单
果重 510 克，特大果 1040 克，汁液多，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6.2％-17%，味浓
甜，耐贮运，品质上等，并在栽培驯化
过程中探索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盐水
软籽石榴丰产栽培技术。2013 年经
组织相关专家实地测产，突尼斯软籽
石榴亩产均在 1000公斤以上，市场价
格在 15-25 元/公斤，亩产值可以达
到 1.5 万-2.5 万元之间，经济效益十
分显著，种植盐水石榴已成为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截至 2019年底，全县盐水软籽石
榴种植面积已达3.2万亩，主产区娜姑
镇就累计种植软籽石榴3.1万亩。预计
2020年全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4万亩，
产量达到两万吨，产值 4亿元以上，可
有效带动全县盐水石榴主产区2523户
贫困户8051人实现户均增收5000元。

盐水软籽石榴种植基地 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张国凤）日前，宁夏回族
自治区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
一步做好稳定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从企业稳岗、增加就业岗位、
职业技能提升、就业托底保障等方面提出政
策与指导意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意见》鼓励返乡创业就业，大力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要求稳住重点群
体就业，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意见》提出实施返乡创业能力提升行
动，将返乡创业重点人群、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和退役军人纳入创
业培训范围。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优先保障县以下返乡创业用地，支持建设

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农村创新创业和
返乡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完善农村电商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批县级农村电商服务
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运输服务站，增
加电商就业人数。将返乡创业农民工首次
创业纳入自治区创业补贴范围并给予补
贴。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
安排一定比例场所，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提供。

《意见》要求大力推动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落实
自治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
年-2021年）、“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培训计
划和“工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行动”，加大

失业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家政企业职
业经理人及服务人员的培养培训力度。建
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名制数据库，加
强动态管理。大力推进“铁杆庄稼保”工
作。在县城和中心镇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农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中，开展以工代
赈，实现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区内企业复工
复产、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物流体系建设
等优先组织使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意见》强调帮扶就业困难人员等失业
人员尽快实现就业。进一步规范失业人员
登记管理，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帮扶，综

合运用政策扶持、援助服务、公岗安置、权
益维护等措施，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中小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新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就
业困难人员、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签订6个
月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给
予一次性就业补贴。从2020年5月1日起，
宁夏将失业金标准从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75%提高到 90%。建立公益性岗位安置对
象排序机制，优先安置符合岗位条件的距
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人员、零就业家庭
人员和有劳动能力及就业意愿的残疾人。

宁夏出台意见稳就业促就业鼓励返乡创业
将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纳入创业培训范围

□□ 本报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眼看就要插秧了，此时正是全国人大
代表、辽宁省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郭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但他没有忘记一名代表的职责，“我觉得
仅仅坐在屋里听群众反映是不够的，一定
要深入群众中切切实实地听取意见，实实
在在地为民解决问题，办实事、做好事。”

郭凯了解到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
高质量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真正增
收。依托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张家
村全村实现了土地流转，实行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
入合作社，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到二三产
业中去，解放劳动力 945 人，现在带动张
家村三产从业人员达到 86 人，长短期外

出务工人员达 700多人，增加工资性收入
1600 多万元，合作社共安排农村劳动力
170人常年就业，短期就业人数达 400多
人，增加工资性收入800多万元。

通过行使人大代表职权，郭凯不断了
解群众疾苦，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他带头向村里的贫困户徐秀明捐款 1000
元解决其看病难的问题，并筹资 2000 元
为他家安装房门，同时联系镇里帮扶干部
解决孩子在校吃饭问题；通过凯地农机合
作社为全村贫困家庭捐赠 200件棉服；为
低保户、困难户刘金富、侯绍付、徐秀明、
孙清正每家购买取暖煤两吨，帮助五组孤
寡老人郭陆，将其送到养老院，解了老人
的后顾之忧。

郭凯坚持登门入户，了解民情、反映
民意。他撰写并提交了《关于盘锦地区稻

田秋翻的议案》，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出台秋翻地奖励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实
施稻田秋翻，使土壤结构得到合理优化，
从而达到节本增效、增产增收的目的。提
交的议案被市政府采纳，并出台奖励政
策，对实施稻田秋翻的农民给予奖励，从
而激发了农民群众稻田秋翻积极性。

“谁来种地是个大问题，就拿我们合
作社来说，种地的主力还是50后与60后，
年轻人比较少。”郭凯说，农民合作社发展
起步晚、时间短，发展基础仍然薄弱，需要
进一步加强指导扶持服务，引导其规范发
展。为此他提出关于推动农民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是加大财政项目扶持。统筹整合
资金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力度，把深
度贫困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县级及以上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等作
为支持重点。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支持
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对
农民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三是落实用
地用电政策。明确农民合作社从事设施
农业，其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生
产性配套辅助设施用地，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的，按农用地管理。四是强化人才支
撑。分级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人才
库，分期分批开展农民合作社骨干培
训。依托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加大对农民合作社骨干的培育。鼓励
有 条 件 的 农 民 合 作 社 聘 请 职 业 经 理
人。鼓励支持普通高校设置农民合作
社相关课程、农业职业院校设立相关农
民合作社专业或设置专门课程。鼓励
各地开展农民合作社国际交流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郭凯——

登门入户察民情 关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自然资源部：

第一季度全国未出现大规模违法填海现象

□□ 黄永成 芦晓峰

种桑养蚕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流
山镇的传统产业，也是最主要的脱贫产
业。近年来，当地坚持把发展桑蚕业作
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条脱贫
致富门路来抓，不断引导和鼓励农民大
力发展桑蚕产业。目前，全镇桑叶种植
面积达 1.5万亩以上，共有养蚕户 3000
多户，约占全镇总户数的 50%，全年桑
蚕产值超亿元。许多村民尤其是贫困
群众依靠种桑养蚕增加了收入，生活变
得富足起来。

5 月的柳州已有暑意。来到流山

镇流山村码头屯，清风吹拂着桑园，一
片片绿油油的桑叶尽显蓬勃生机。建
档立卡贫困户陈昌松和妻子正顶着烈
日，在自家的桑田里采摘桑叶。陈昌
松从 15年前就开始种桑养蚕。近几年
政府加大力度推广桑蚕产业，并通过
养蚕大户以点带面，不断引导和鼓励
村民种桑养蚕。目前，陈昌松的蚕房
已经扩大到 120平方米，今年的桑田种
植了 12 亩。他算了一笔账：从小蚕到
卖出蚕茧要 25 天左右的周期，一年最
少可以养 10批；120平方米的蚕房可以
产出 270斤左右的蚕茧，目前的蚕茧市
场价格是 15-20元一斤，一年有 5万元

左右的收入。依靠种桑养蚕，陈昌松
于 2016年实现了脱贫。

据了解，流山镇桑蚕业主要分布于
流山、流塘、广荣、大石、正兰等村委，现
有标准化小蚕共育示范基地 1个，同时
今年镇内总投资 1500 万元、占地 30 亩
的缫丝厂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年加工
蚕茧 0.3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建设标准化小蚕共育示范基
地，并以小蚕共育、农村党校、技能培训
为主要功能推广使用先进养蚕技术，并
提高对农户的产业奖补力度，使群众种
桑养蚕的产量和质量稳步提高，贫困户
的收入也不断提高。

小小蚕茧织出脱贫生活河北阜平县
“微视”推销“老乡菇”

本报讯（记者 李杰）近日，河北省阜平县
“老乡菇”品牌电商产销对接发布活动在骆驼湾
村民广场举行，该县和腾讯“微视”电商平台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活动以短视频直播电商为抓手，开展全方
位、全链条、全资源的产业服务。当日，在骆驼湾
广场的山货特产店设立了两个直播间，村民、企
业负责人、专家等组成直播团队，现场直播带货

“老乡菇”、大枣、核桃等阜平特色农产品。据了
解，阜平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近年来，该县
培育出香菇、大枣、板栗、核桃、苹果、仙桃等6个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硒鸽、黄金鳖、黑山羊、樱
桃、木耳等高品质的特色物产，今年2月29日正
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