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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省“三个年”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讯员 陈波） 11
月 6 日，记者从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
解到，该市首宗工业用地“标准地+带方案”
出让宗地，近日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挂牌出让成功揭牌。这标志着渭南市工业
用地“标准地”改革工作迈出了坚实一步，
并取得成效。

今年以来，按照全省“三个年”活动要
求，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从市
场主体需求出发，探索推行工业用地“标准
地”改革新模式，制定了《渭南市“标准地+带
方案”出让实施方案》；在渭南高新、经开两
个开发区选出部分工业用地，作为“标准地+
带方案”出让试点项目，由开发区管委会主
导编制规划设计方案，将审定的规划设计方
案纳入出让文件一并公布。挂牌成交后，竞
得人签订出让合同、缴清土地出让金后，可
同步领取土地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实现“拿地发
三证”，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改革红利。

渭南市：

首宗“标准地+带方案”出让

挂牌成交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讯员 雷萍） 11
月 6 日，记者了解到，为全面完成 2023 年度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任务，近日商洛市
召开全市耕地保护百日攻坚行动第一次调
度会议，发出“苦干实干大干百天，守牢耕
地保护红线”的攻坚令。

会议制定推进方案，明确各县（区）耕
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年度耕
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违法占用耕地五项

“一票否决”指标任务，“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大
耕保”格局全面形成；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周
调度、周通报、月督查、年底交账、末位约谈”
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调度会议，分析研
判县（区）耕地保护任务完成情况。目前，已
召开周调度会 5 次，发出耕地保护专报 4 期，
巡回县（区）督查 3 次；开展业务培训，并驻
县包抓指导，进一步压紧压实县、镇、村“田
长”责任。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及时成立县
级领导包抓县（区）耕地保护工作服务保障
督导组，下沉县（区）、镇（街道）现场督帮，
合力推进耕地保护各项任务完成。

商洛市多举措打好

耕地保护百日攻坚战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一，
农村“流水席”早已深入百姓心
中，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寿星
庆生、孩子满月，只要有红白
事，老百姓还是习惯热热闹闹
在村里摆“流水席”，亲朋好友
欢聚一堂很有氛围感。当“流
水席”被专业的流动宴席团队
承接时，对比价格，一般会是
哪 家 实 惠 用 哪 家 。 这 种 随性
的饭局不仅带来管理与卫生条
件的缺陷，随之而来的是食品
安全隐患。

如 何 让 农 村“ 流 水 席 ”成

“放心宴”？
管好“乡厨”，才能留住“香

味”。建立村（社区）食品安全
协管员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农
村厨师的动态信息，对农村厨
师 和 帮 厨 做 到 底 子 清 、状 况
明。建立厨师培训工作机制，
让 其 持 证 上 岗 ，并“ 明 亮 ”厨
房，让做菜过程透明。各地市
场监管局加强制度管理，要形
成县、镇、村三级网格化管理体
系，确保乡厨从观念、厨艺等方
面都经得起考验。

做 好 现 场 监 督 ，守 护“ 舌

尖”安全。推行农村集体聚餐
备案制和安全承诺制，对人数
较多的聚餐，要由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现场监管，检查聚餐菜
谱、食品质量、餐具卫生、加工
操作等。要明确“流水席”的场
所、规模、时间并加以规划和准
备预案，确保安全的同时也避
免浪费。

建立“红黑榜”机制。让镇
上的乡贤或者“五老”人员参与

“流水席”管理。通过加强农村
文化的宣传，弘扬文明节俭的
美德，积极引导村民文明用餐，
让群众树立节约意识和健康理
念。并提醒村民在用餐过程中
不 要 盲 目 攀 比 ，不 要 过 度 饮
酒。同时，让他们作为“流水
席”的“评委”，实施各村“流水
席”的“红黑榜”公示制度。对

于那些办得好的“流水席”，上
“红”榜，给予肯定和奖励。

前不久，安徽省蚌埠市怀
远县古城镇揭牌的首家农村家
宴中心，比起以往的“流动餐
桌 ”、“ 流 动 厨 师 ”，让 农 村 的

“流水席”更具有保障性，为农
村集体聚餐提供了一种相对安
全、整洁和便利的场所。这种
打造农村家宴中心的做法值得
借鉴。

农村“流水席”作为一种传
统习俗，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
交意义，应当尊重。针对农村

“流水席”所面临的问题，只要
“管”到位，群众就能“吃”得放
心。规范管理，加强教育和宣
传，筑牢“防火墙”，昔日“流水
席”才能变成今朝“放心宴”，文
明之花才能在乡村餐桌绽放。

让农村“流水席”成“放心宴”
■ 张恒

本报讯（记者 黄敏） 11 月
6 日，记者获悉，近日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发布新一批国家重要
湿地名录，神木市红碱淖湿地
位列其中。这是我省首个“国
字号”重要湿地。

红碱淖湿地地处毛乌素沙
地和黄土高原、沼泽草原相接

地带，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淡水湖，四周地形开阔，环境良
好，拥有多类型生态系统。该
湿 地 共 有 67 个 图 斑 ，面 积
3307.20 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
黄土高原典型的复合湿地生态
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遗鸥等
珍稀濒危物种。该湿地地处我

国候鸟迁徙主要路线上，有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2 种、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33 种，是
世界濒危珍禽、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遗鸥的栖息地、繁殖
地。今年，红碱淖遗鸥繁殖数
量 达 4980 巢 ，比 2022 年 增 加
210 巢，是 2021 年的 2.5 倍。

下一步，陕西红碱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将坚持资
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并重，全力
做好移民小区建设、草原湿地
修复、河湖岸线管理、自然教育
基地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重点工作，持续提升红碱淖湿
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红碱淖成为我省首个“国字号”重要湿地

本报讯 （记 者 赖雅芬）
为切实做好今年全省秋粮收购
工作，根据工作安排，结合粮食
购销定期巡查工作，11 月 1 日
至 3 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
出2个检查组，分赴宝鸡、汉中、
安康、商洛等地开展秋粮收购
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粮食收
储企业经营活动，督促各类粮食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粮食
收购政策，严厉打击涉粮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维护种粮农民和粮
食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全省粮
食购销市场平稳有序。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宝鸡
市陈仓区等8个县（区），陕西城
固粮食储备库、中储粮安康直属
库等 10 户粮食收储企业，扶风

聚丰粮食购销公司等 7 户粮食
收购点进行监督检查。在汉中
市天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地，
检查组现场向售粮群众详细了
解稻谷质量、价格等情况，重点
了解企业执行“五要五不准”粮
食收购制度执行情况；在陕西
粮农扶风储备库有限公司，通
过入库检查、实地查看等方式，
重点检查了省级储备粮轮换及
库区护坡建设等情况；在商洛
市储备粮有限公司，重点检查了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特别是
仓房、药剂室、熏蒸管网等有限
空间作业隐患排查等工作。

检查组指出，粮食安全是
“国之大者”，各级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秋粮

收购监督检查工作对于保障种
粮农民和粮食经营者合法权
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意义，要认真落实“严监管强执
法重处罚行动年”活动要求，高
质量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
督促各级收购企业严格执行

“五要五不准”收购准则。要强
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牢牢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确保人
安、库安、粮安。

检查组强调，要严格规范
管理，各级粮食收储企业要严
格落实工作责任，在仓储管理
规范化上多下真功夫、实功夫，
持续提升仓储管理水平；要强
化安全生产。要做好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精准排除安全
隐患。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对
外包作业人员的管理，要采取
及时安排外包人员体检、加强
岗前培训、开展强制性警示教
育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产 管 理 ，做 到“ 管 好 粮 ，保 安
全”；要服从监督检查。各级粮
食企业要积极配合粮食行政监
督检查，自觉主动支持监督、接
受监督，实事求是汇报问题。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积
极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建立
联合工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要提升企业形象。省级储备粮
承储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建
设，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一心
一意保障粮食储备安全。

我省扎实开展秋粮收购监督检查工作

近 日 ，勉 县 医

院联合县疾控中心

到新铺镇蒋家坝村

开展送医送药义诊

活动。江苏省海门

区对口帮扶勉县医

院专家和县医院医

务人员及县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现场为

群 众 提 供 诊 疗 服

务 ，宣 传 普 及 保 健

知识。

丁瑞 胡涛 摄

本报讯（记者 谢斌 张毅伟）
11 月 5 日，陕西延安至榆林高
速铁路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
将 进 一 步 完 善 陕 西 高 铁 网 布
局。2028 年，我省将实现“市市
通高铁”。

延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中包银（海）通道及
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国铁集团和陕西省
合作建设。延榆高铁线路南起
延安站，途经延安市宝塔区、延
川县，榆林市清涧县、绥德县、
米脂县、横山区、榆阳区，北至
榆林南站，新建正线长度约 239
公 里 ，设 计 速 度 350 公 里/小
时。全线共设延安、延安新区、
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
榆林南 7 座车站。

延榆高铁项目是支撑“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
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建成
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
间将由 5 个小时缩短至 2 个小
时，也将结束榆林地区不通高
铁的历史。延榆高铁项目与目
前在建的西延、西康、康渝等高铁线路贯通
运营，将形成纵贯陕西的高铁主通道，串联
起关中平原、呼包鄂榆、长江中游、成渝等
城市群，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间的时空
距离，对联通陆海通道、推动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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