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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斐） 4 月 7
日，记者了解到，省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近日印发《进一步厉行节约过
紧日子的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办公用房、公务用车、政府
采购、日常办公、节粮爱粮、集中统
一管理等十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推动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在机关事
务工作中成为习惯。

《措施》明确严控办公用房维
修事项，大中修项目实行“年度统
筹、计划安排”，优先安排闲置房
屋盘活、安全隐患整改等项目，制
定并落实闲置房屋 3 年维修改造
计划，争取今年省本级盘活房屋 3
万平方米。节约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除确需更新外，使用年限
超过 8 年的能继续使用的应继续

使用。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除
特殊工作用车外，省本级新增及
更新公务用车中，新能源汽车配
备比例不低于 40%。

《措施》强调坚持“花钱必问
效”，严控各类预算支出和政府采购
成本。建设运行办公设备、家具“公
物仓”，新增资产需求优先从“公物
仓”调剂解决。严格差旅审批，严控
办公用品、水、电、印刷品等日常支
出。2024 年，省级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带头压减一般性支出5%以上，政
府采购支出总体压缩3%以上。

《措施》鼓励各市探索机关食堂
“一卡通”等公务餐改革，发挥机关
食堂对推进公务接待节约的示范作
用。强化用水用电节约，力争到
2025 年底，各级机关高效照明光源
和节水型器具使用率达到100%。

《措施》要求建立机关事务归
口管理机制，推动由各级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统一承担本级四大班

子国有资产和集中办公区机关运
行服务保障，做到资源合理配置
和集约节约使用，以规模效应提
升购买服务议价能力，降低机关
运行成本。

据悉，到 2024 年底，我省将实
现省上四大班子集中办公区资产
和机关运行保障集中统一管理；
到 2025 年底，将实现全省机关事
务 管 理 体 制 和 运 行 机 制 更 加 顺
畅，机关运行保障质效显著提升。

陕西印发《进一步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十条措施》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
要“铸魂”。提倡移风易俗，摈
除陈规陋习，是推进乡村振兴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移风
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上进行了
探索，很多地方取得了积极成
效。但部分地区的陈规陋习仍
然存在，因此，持续推进移风易
俗、厚植新风正气意义重大。

移风易俗既是攻坚战，也是
持久战。要打好这场持久战，
就得讲究方式方法，倡导和约
束并举。滥办酒席、高价彩礼

等现象在很多地区普遍存在，
要制止这些行为，不能操之过
急强行制止。民俗观念并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而应久
久为功，持之以恒。

要逐步完善移风易俗制度
规范，形成长效机制,让抵制不
正之风有章可循。很多地区修
订村规民约，充实了移风易俗
相关内容，引领村民转变思想
观念、践行文明风尚，为移风易
俗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推进移风易俗，要做好示范
引领。党员干部 带 头 执 行 ，自
觉 接 受 监 督 。 基 层 还 可 充 分
发 挥“ 道 德 评 议 会 ”等 议 事 平
台 作 用 ，挖 掘 道 德 榜 样 ，进 行
先进典型评选，用村民身边鲜
活的榜样事迹引导其他村民，
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融入

群众的生活，渗透到群众的一
言一行中。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让农
民 群 众“ 富 口 袋 ”更 要“ 富 精
神”。推动移风易俗观念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就得让这项工
作常态化、长效化。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广泛的移风
易俗宣传活动，创新引导方式，
丰富活动内容，让文明新风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各地可以
采取激励引导措施，对文明行
为给予相应奖励，调动群众树
文明新风的积极性，为培育文
明新风注入新动能。

乡风文明建设不可能一蹴
而就。我们相信，只要常抓不
懈，持之以恒，文明新风尚一定
会在广袤乡村点面开花，蔚然
成风。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
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严厉打击肉
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各
地开展为期 8 个月的严厉打击肉
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

《通知》要求以生猪、肉牛、肉
羊、肉鸡及其肉类产品为重点，深
挖肉类产品违法犯罪源头线索，对
畜禽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肉及
肉制品生产经营全链条开展专项
整治，坚决斩断非法屠宰、加工、销
售链条。通过查处一批重点案件、
关停一批违法经营主体、惩处一批
违 法 犯 罪 分 子 、曝 光 一 批 典 型 案
例，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健全肉类产品质量安全长效监管
机制，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

《通知》明确以下几方面内容：
强化问题整治。紧盯重点地区和
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和暗访，建立

问题线索清单。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开展追踪溯源，形成工作
闭 环 ；强 化 养 殖 环 节 监 督 检 查 。
部 署 各 地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以 生 猪 、
肉牛、肉羊和肉鸡养殖场（户）为
重点，严厉查处使用“瘦肉精”等
违禁药品，销售、随意弃置病死畜
禽 等 违 法 行 为 ；强 化 屠 宰 和 无 害
化处理环节监督检查。部署各地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重 点 检 查 屠 宰 厂

（场）、无害化处理场，严厉查处私
屠滥宰、注水、注药或者注入其他
物质、病死畜禽被“调包”等违法
行 为 ；强 化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环 节 监
督检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开 展 重 点 检 查 ，督 促 生 产 经 营 者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主 体 责 任 ，严 厉 查
处 使 用 或 销 售 来 源 不 明 、未 经 检
验 检 疫 、检 验 检 疫 不 合 格 的 畜 禽
产品以及生产假冒牛（羊、驴）肉
制品等违法行为。

（据《农民日报》）

四部门联手严打肉类产品违法犯罪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4 月 8
日 ，记 者 从 省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局 获
悉，日前，由省知识产权局、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
化研究所合作编著的《陕西省地理
标志商标图集》出版发行。

据介绍，此次出版发行的《陕
西省地理标志商标图集》由 4 个图
组组成，设置目录、索引、特色专区
3 种查阅方式，运用陕西省地标建
筑及文化艺术元素进行色彩和装
帧设计，重点描述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陕西省注册在籍的 145 件地理

标志商标的保护范围、特定品质、
信誉以及相关的自然环境、人文历
史和富农成效等。

《陕西省地理标志商标图集》
充分发挥了测绘地理信息的保障
作用，是一部集科学性、实用性与
艺 术 性 于 一 体 的 地 图 集 产 品 ，可
为 相 关 部 门 、公 众 等 提 供“ 一 站
式 ”地 理 标 志 商 标 信 息 服 务 。 同
时 ，对 规 范 地 理 标 志 商 标 管 理 工
作、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乡村振
兴 、推 动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等 具 有 重
要意义。

《陕西省地理标志商标图集》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4 月 8
日，咸阳市林业局传来消息，近日，咸
阳市发布2024年第1号总林长令，对
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总林长令指出，各级林长全面
执行森林防灭火工作行政首长负
责制，结合林长制落实“第一责任
人”防控责任。全面落实“四级林
长+护林员”网格化管理，建立健全
镇（街道）、村（社区）和森林草原经
营单位末端责任落实机制，将责任
真正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确保
全年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分别低
于 0.9‰和 2‰，不发生重特大森林
草原火灾和扑火人员伤亡事故。

总林长令要求，各级政府要及
时发布禁火令，严禁林区内一切野

外用火活动，严格落实用火审批、
入山检查、日常巡护等制度。组织
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突出
重点区域和重要目标，建立隐患台
账和责任清单，切实把火灾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加大对违规用火
行为及森林草原火案的查处打击
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
慑一片。

此外，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
构要及时修订完善森林火灾应急
预案，规范组织指挥程序和应急处
置能力。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坚
持依法治火、依法管火，严格火灾责
任追究制度，压紧压实火灾防控责
任，确保责有人担、事有人管、火有
人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咸阳市发布2024年第1号总林长令

本报讯 记者 8 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近日
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2024- 2030
年）》，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
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实

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
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
强。行动方案明确了“巩固提升
口粮、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类
杂粮”的分品种增产思路，提出
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
区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焦 720
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指导
地方加快实施农业节水供水、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种 业 振 兴 、
粮食单产提升、农业机械化提
升、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
大工程。 （据新华社）

我国全面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4 月 4 日，洛南

县 景 村 镇 54 名 家

长及孩子参观了商

洛市商州区北宽坪

红色革命纪念馆。

当 天 ，洛 南 县

义工联合会景村分

会联合景村智源家

庭教育论坛举行了

户外亲子活动，为

家长和孩子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

通讯员 郭夏季 摄

移风易俗贵在坚持
■ 方腾

秦农秦农
论语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