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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变化

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聚焦全省“三个年”活动

7 月 4 日，商洛市滨
江 银 杏 公 园 3000 多 平
方 米 的 百 日 菊 竞 相 开
放，吸引市民纷纷前来
打卡拍照。

近年来，商洛市精
心 打 造“22℃ 商 洛·中
国康养之都”，不断提
升绿化美化效果，增添
城市色彩，先后建成樱
花紫薇大道、月季大道
等 10 多条景观大道，实
现了“推窗见绿 、出门
见景、四季见花”。

张英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7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国避
暑旅游发展报告》发布会在湖
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举行，全国
共有 20 个地级市、20 个县级市
被 授 牌“2023 避 暑 旅 游 优 选
地”，我省延安市、留坝县、太白
县位列其中。

据了解 ，此次评选主要从
当 地 的 气 候 条 件 、景 区 丰 度 、

旅 游 热 度 、避 暑 热 度 、海 拔 高
度、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
衡量。

革命圣地延安 ，夏天日间
平均气温 25 摄氏度，凉爽宜人，
是夏季避暑游玩的好选择。这
里 植 被 覆 盖 度 81.3% ，13 个 县
（市、区）均被列为全国生态环
境建设示范县。延安城区空气
优良，“圣地蓝”成为延安的一

张亮丽名片。
留 坝 县 地 处 秦 岭 南 麓 腹

地，平均海拔 1547 米，夏季最热
月平均气温 22.2 摄氏度，森林覆
盖率 92.03%，素有“天然氧吧”、

“绿色宝库”之美誉。近年来，
留坝县立足资源优势和文化特
色，做大做强绿色旅游，精心开
发了一批特色旅游产品，持续
打造“中国天然氧吧·22℃清凉

夏天”避暑旅游品牌，成为全省
避暑度假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太白县森林覆盖率 93.36%，
夏季平均气温 19 摄氏度，是名
副其实的“天然空调城”和避暑
的好地方。“太白积雪六月天”
是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县先后
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中国最美县域、中国天然氧吧
等多项荣誉。

我省三地上榜“2023避暑旅游优选地”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7 月 6 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受暖脊影响，即日起至 10 日，预
计我省陕北东部、关中大部、陕南东部
将出现 35 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为入夏
以来强度和范围最大的高温天气过程。

其中，关中平原高温持续日数将达
5 天。7 日陕北部分地方有 35 摄氏度至
37 摄氏度的高温，局地可达 38 摄氏度以
上。7 日和 9 日，关中、陕南大部有 35 摄
氏度至 37 摄氏度的高温，宝鸡中部、咸
阳南部、西安部分、渭南南部、杨凌、安
康东部、商洛西部可达 38 摄氏度至 40
摄氏度。10 日高温范围减小，关中中东
部有 35 摄氏度至 37 摄氏度的高温，局
地可达 38 摄氏度以上。

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
中心高级工程师李红梅称，温度骤然升
高 ，农 作 物 蒸 腾 作 用 加 强 ，易 导 致 玉
米、大豆等作物叶片萎蔫，光合作用减
弱 ，出 现 苗 期 生 长 缓 慢 ，苗 细 苗 弱 现
象；雨后骤然晴热也容易导致苹果、猕
猴桃、葡萄等发生高温日灼；关中南部
和陕南南部部分地方受前期强降水影
响，土壤湿度大，高温高湿易诱发田间
病虫草害发生，增大农田病虫草害发生
风险。

李红梅建议，陕南仍处于过湿或积
水田块及时排水降湿，必要时采取机械
迅速排水，同时做好中耕松土，改善土
壤透气性，促进作物根系恢复生长；加
强田间水肥调控，高温时期可采用叶面
喷肥，既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补充玉
米和果树生长发育必需的水分及营养，
提高作物抗逆性；加强病虫草害监测防
治。重点做好玉米茎基腐病、褐斑病、
黏虫，猕猴桃的溃疡病、灰霉病，苹果
的褐斑病、炭疽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治。

延安东部、关中地区的苹果、猕猴
桃等经济林果 可 采 取 搭 设 遮 阳 网 、轻
夏剪、喷水等措施避免或减轻日灼病
发生。同时要注意加强防范局地短时
雷 暴 大 风 、冰 雹 等 强对流天气的不利
影响。

未来几天

我省将迎来高温天气

本报讯（记者 张维） 7 月
5 日，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
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省委、省政
府“三个年”活动安排部署，坚
持改革突破、服务导向、评价促
进、典型示范，扎实开展营商环
境突破年活动，取得了明显成
效 ，呈 现“ 稳 步 提 升 、加 快 突
破、持续向好”三大特点。

“两度一数”稳步提升。满
意度逐步提高，印发《经营主体
满意度评价方案》，按季度开展
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二季度全

省经营主体满意度达94.36%，保
持高位运行。便利度稳步上升，
委托第三方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2022 年全省营商便利度达 87.64
分，连续两年上升。经营主体数
量持续增长。到今年 5 月底，全
省实有经营主体数量突破 550
万户大关，达 552.38 万户，同比
增长 9.45%。前 5 个月，全省新
登记经营主体 40.37 万户，同比
增长26.57%。

一批典型加快涌现。在全
国率先将基层调解组织建设纳

入省级示范创建目录。“陕西全
省推广简化不动产非公证继承
手续办理模式”在《中国自然资
源报》刊登。西安市、汉中市、宝
鸡市等多项典型做法在全国优
化营商环境简报刊载。榆林市

“17 天完成超亿元执行标的到
位”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报
道。西安市莲湖区等 16 县区创
建为省级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

一批改革顺利推进。前 5
月，298 个项目 1.47 万亩土地实
现“交地即交证”，72 宗 9783.7

亩土地实现“标准地”供应。小
微企业全过程办电时间压减至
13.24 个工作日。企业年均纳
税时间压缩至 77 小时，税务注
销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 1.5 天。

一批短板加快突破。全省
首只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成功上市发行，新增储备 RE-
ITs 项目 5 个。新增境内外上
市企业 4 家。12 个“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事项实现在线办理，
打通省级部门系统对接点 2095
个，数据按需共享率 85.1%。

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满意度超九成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7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杨凌示范区立足现代农业“国
家 队 ”定 位 ，紧 盯“ 三 区 三 高
地”（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
创新推广核心区，新时代乡村
振兴、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引领
示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
代农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和
产业高地）目标，全力以赴搭平
台、建机制、激活力、聚要素、
促融合、强辐射，细化工作措
施，高标准推进世界知名农科
城建设，以实绩实效推进全省

“三个年”活动扎实开展。
强 力 推 进 上 合 组 织 农 业

基地建设，农业对外开放水平

实现新跃升。圆满完成中国
—— 中 亚 峰 会 代 表 考 察 服 务
保障工作，成功筹办上合组织
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推动
基地主体功能进一步发挥，进
一步明确了基地建设的思路
和方向。

强力推进旱区农业科技创
新高地建设，农业科技拔尖筑
峰取得新突破。高标准建设中
国（旱区）种业硅谷，全面推进
国家旱区农业种业创新基地、
国家品种测试评价分中心、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种业创
新平台建设，引进正大、大北
农、中农发种业等知名种业企
业入区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良科国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研
发中心、省农作物种子繁育加
工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强 力 推 进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高地建设，农业科技产业发展
展现新气象。加快建设秦创
原农业板块。大力推进央企
省企进杨凌。全力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壮大。上半年，全区
新增各类经营主体 1817 户，同
比 增 长 10.2% ，其 中 新 增 各 类
企业 614 户，同比增长 10.63%；
1 月~5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16.7%、增速全省第一，限上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增 长 18.3% 、增
速全省第一。

强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引

领高地建设，科技赋能乡村产
业振兴迈出新步伐。以科技引
领乡村振兴为主线，按照“优化
升级、提质扩面”思路，全面推
进“七个提升工程”，着眼区内
做强自身乡村振兴，放眼区外
做实引领带动乡村振兴。

强力抓项目、优环境、改作
风，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强力推进高质量项目建
设，全年安排重点项目 172 个，
总 投 资 621 亿 元 ，年 度 投 资
163.4 亿元。今年 1 月~6 月，全
区开工 86 个新建重点项目，开
工率达 93.5%，项目投资同比增
长 10.3%，一季度 GDP 同比增
长 7.9%，位居全省第一。

杨凌示范区：

高标准推进世界知名农科城建设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7 月
6 日 ，陕 西 省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组
建的陕西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
有限公司在西安市揭牌成立。

据悉，陕西省农业生产资
料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由 陕 西 供 销
企业集团、陕西供销电商集团
及 其 他 投 资 主 体 共 同 增 资 扩
股成立，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
社履行监管职责，通过向上对
接中农集团，争取钾肥区域配
额 等 业 务 资 源 ；横 向 贯 通 陕
化 、渭 化 、兴 化 等 省 属 农 资 生
产企业，集采集配降低流通成
本；向下联结基层供销农资服
务网络和民营农资经销企业，
畅 通 流 通 渠 道 ，保 证 质 量 安
全 ，稳 定 市 场 价 格 ，加 快 形 成
联动、共享、互利的市场机制，
优 化 全 省 供 销 系 统 农 资 网 络
布局和运营管理，整合利用各
方资源，促进系统农资网络有
效 对 接 、统 一 协 作 ，建 设 全 省
性、专业性、区域性服务平台，
加 快 形 成 连 锁 化 、品 牌 化 、体
系化经营服务格局，引领全省
农资行业高质量发展，不断促
进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
收 ，为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加
快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提 供 有 力
支撑。

陕西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
有限公司将围绕保供应、畅物
流、强储备、稳价格、优服务，
主 动 承 担 农 资 保 供 稳 价 主 渠
道 和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主 力 军
社 会 责 任 ，坚 守 为 农 服 务 初
心 ，不断提升企业发展活力、
综合实力和为农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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