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天的天气一改之
前的阴雨连绵，可谓是秋高
气爽，万里无云。本周，好天
气仍将持续。据省气象台最
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以晴
到多云天气为主，利于农机
收种作业。

具体预报为，23 日，陕北
北部晴天间多云，陕北南部、
关 中 多 云 ，陕 南 阴 天 间 多
云。陕南南部部分有小雨或
阵雨。24 日，陕北、关中晴天
间 多 云 ，陕 南 阴 天 间 多 云 。
秦巴山区有小雨或阵雨。25

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
南多云转阴天。26日，陕北多
云，关中、陕南阴天，关中西
部部分地方、陕南部分地方
有 小 雨 ，南 部 局 地 有 中 雨 。
27日，陕北多云间晴天，关中、
陕南阴天转多云，关中南部局
地、陕南大部有小雨。28 日，
全省多云转晴天。29日，全省
晴天间多云。30 日到 31 日，
全省多云间晴天。

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
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全省秋
收秋种秋管气象服务专报》显

示 ，当 前 我 省 秋 粮 收 获 过 7
成，其中玉米收获近 8 成；全
省小麦已播种过半，油菜已播
种近 8 成。与去年同期相比，
全省秋收进度偏慢 1 成，小麦
播种进度偏慢近 3 成。

据省农业农村厅调度数
据，截至 10 月 19 日，全省秋
粮已累计收获 2158.02 万亩，
占应收面积的 74.57%。全省
已累计秋播小麦 806.73 万亩，
占 预 播 面 积 的 57.01% ；已 秋
播油菜 218.38 万亩，占预播面
积的 79.38%。

目 前 ，全 省 秋 收 秋 种 正
在大面积开展，陕北晚熟苹
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受
前期降水影响，全省秋收秋
种放缓，尤其是陕南西部累

计降水量较大区域，对秋播
进度影响较大。

综合当前土壤墒情和未
来一周天气趋势预报分析，
预计即日起至 27 日，适宜全
省秋粮收获晾晒和秋种工作
开展。为此，省农业遥感与
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
工程师李红梅建议，陕北、关
中未收田块及时收获已成熟
秋粮，陕南加快秋收扫尾工
作，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已
收田块做好腾茬整地和适期
趁墒播种，土壤过湿田块加
紧排湿散墒，适时播种；移栽
油菜加强苗田水肥管理，适
时移栽。已播小麦、油菜做
好田间巡查，缺苗断垄地块
及时补种，确保苗齐苗壮。

本周多晴好天气 利于秋收秋种开展
本报记者 赖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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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恒） 10 月 21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民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召开全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分
析当前工作形势，安排部署近期
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是民政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共同
的责任，是丝毫不能懈怠的“国之
大者”，要站在捍卫“两个确立”、践
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落实落

细各项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出现整
乡整村返贫现象。要依托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常态化开
展走访排查，加快实现低收入人口
主动发现、监测预警和救助帮扶的
闭环管理；要建立完善群众需求清
单、基层资源清单和解决问题清
单，统筹救助项目资源，把社会救
助网编得更密、织得更牢；要持续
关注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建立关爱服务效果
评估机制，强化民政服务机构托底
保障功能；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

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持续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建设，建立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项目库，鼓励更多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会议指出，要坚持“守底线、抓
发展、促振兴”这条主线，盯牢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硬任务、落实
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推动各项
目标顺利实现；要扛牢政治责任，
毫不放松守住底线，持续抓好动态
监测帮扶、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成果、及时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要采取多项措施，促进过渡
期政策有效衔接，优化政策举措，
强化部门联动，抓实问题整改；要
积极主动作为，推动和美乡村建设
健康发展，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会议强调，各级民政部门、乡
村振兴部门要提高站位强化责任，
充分认识当前巩固衔接工作面临
的艰巨任务和挑战，同题共答、同
频共振、同步推进，用更大的气力
抓好成果巩固和防止返贫，以实际

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要抓排查摸底，抓
政策落实，聚焦目标任务、重点群
体、准确掌握底数，加强监测预警，
加大日常督帮力度，优化服务，提
升群众满意度；要较真碰硬抓整改

“回头看”，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对
号入座，严格对标整改，举一反三、
标本兼治，以问题整改“回头看”助
推有效衔接工作质效提升；要对全
年目标任务进行再梳理、再对账，
集中精力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打
好全年“收官战”。

我省两部门联合召开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

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本报讯（记者 姚远 通讯员 赵文卓） 10月18日，
第五届中国自然科普教育大会在留坝县召开。本次
大会以“自然教育推动主客共享生态文明社区建设”
为主题，共同探寻生态价值高质量转化的系统路径。

大会现场举行了康养助力生态社区建设、运营助
力生态社区建设签约仪式，留坝暗夜星空保护地、留
坝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授牌仪式，“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纳西族书画作品捐赠仪式，为“生态文明社
区发展顾问”颁发了聘书，并围绕《多维共建生态社区
的探索与实践》举行了圆桌会议。

今年以来，留坝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用
生态化理念发展产业，用产业化方式建设生态，初步
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高质量发
展道路，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两年攀升
12 位。该县先后荣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园
林县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天然
氧吧等殊荣。

中国自然科普教育大会

在留坝县召开

新闻发布厅

10 月 21 日，第三届
汽车摩 托 车 越 野 场 地
赛 暨 2023 超 级 精 英 汽
摩 运 动 职 业 联 赛（大
荔站）在大荔沙苑景区
开赛。

今年以来，大荔县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深
入推进美丽大荔建设，
打 造 区 域 体 育 旅 游 示
范县，让群众动起来，
让“健康健身”在大荔
成为名片，努力把大荔
打造成“中国体育赛事
第一县”，全国著名旅
游目的地。

李世居 王建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恒）10 月
21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日 联
合 国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全 体 大
会 第 25 届 会 议 公 布 了 2023
年“ 最 佳 旅 游 乡 村 ”名 单 ，
我 国 江 西 篁 岭 村 、浙 江 下
姜 村 、甘 肃 扎 尕 那 村 和 我
省 朱 家 湾 村 入 选 。 朱 家 湾
村 是 我 省 首 个 由 联 合 国 世

界旅游组织命名的“最佳旅
游乡村”。

位于秦岭南麓柞水县的
朱家湾村被称为“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天然氧吧”。近年
来 ，该 村 当 好 秦 岭“ 生 态 卫
士”，保护绿水青山、涵养出
好生态，不断把生态优势转
变 成 发 展 优 势 ，阐 释 了“ 靠

山吃山”的新内涵——将过
去 单 纯 靠 挖 药 材 、伐 木 、砍
毛 竹 ，变 成 端 起“ 生 态 碗 ”、
吃上“旅游饭”。同时，朱家
湾 村 近 年 来 深 入 挖 掘 融 秦
纳 楚 的 深 厚 文 化 ，以 文 塑
旅、以旅彰文，让秦岭老屋、
古 道 遗 迹 、柞 水 渔 鼓 、民 间
社火、古法酿酒等文化遗产

在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中 焕 发 出
新的生机和活力，走出一条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
量发展的路子。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目 前 ，我 国 已 推 出
1597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超过 6 万个行政村开展了
乡村旅游经营活动。

我省朱家湾村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

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10 月 20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省药监
局介绍我省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助力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坚决
守牢药品安全底线，全力打通药品监管

“最后一公里”，健全完善省市县信息
报送、检查检验、监测评价、稽查执法、
应急处置等协作工作机制，全省药品监
管“一盘棋”运行机制基本形成。

为全面排查药品安全风险隐患，
我省建立了风险收集、风险研判、风险
交流、管控处置、跟踪问效“五位一体”
的药品安全质量风险动态防控体系，
完善全省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重大风险
隐患工作台账，对全省药品监管系统
的重大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进行系统
全面分析研判，采取清单制、销号制，
抓早抓小，对风险隐患实行动态管理，
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省药监局聚焦公众关切和中药饮
片、特殊药品、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
械、儿童化妆品等领域，与公安、卫健
等部门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
采取警告约谈、现场处罚、限期整改、
责令停产停业等手段对问题企业依法
处置，有力规范了药品生产经营秩序。

省药监局还建立了信息资源共享
机制，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药品案件线索
情况；持续加强“四支队伍”建设，不断
强化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检验
检测能力、技术审评能力、现场检查能
力、监测评价能力等，持续提升药品监
管智慧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优化
陕西省药品安全监管综合业务系统，
实现省市县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
许可（备案）、检查、抽检和信用评级等
核 心 业 务“ 全 程 网 办 ”、“ 不 见 面 审
批”，有效提升了监管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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