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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4 月
24 日，记者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省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898.55 亿元，
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4.2%。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 252.39 亿元，增长 3.1%；第
二产业增加值 3859.41 亿元，增长

5.6%；第三产业增加值 3786.75 亿
元，增长 3.0%。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种植业形
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种植业
生产形势良好，在田冬小麦长势
良好，春耕春播有序推进。一季
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327.31 万
吨，同比增长 3.8%；瓜果产量增长
6.3%。畜牧业生产平稳发展，猪
牛羊禽肉产量同比下降 5.9%。其
中 ，猪 肉 下 降 9.2% ，牛 肉 增 长

12.2%，羊肉增长 13.4%，禽肉增长
10.1%；禽蛋产量增长 2.7%。

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回升，工业
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1%；其中
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4.5%，第二产
业 增 长 11.1% ，第 三 产 业 增 长
0.3%。民间投资加快恢复，同比
增长 8.1%，增速较 1~2 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较快，
同比增长 12.0%，增速高于全部投
资 8.9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

增长 5.1%。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
收窄，同比下降 0.9%，降幅较 1~2
月收窄 2.7 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稳步恢复，升级类商
品需求持续释放。一季度，全省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2.5%。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1%，乡村
增长 5.1%；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
入 增 长 5.9% ，商 品 零 售 增 长
2.1%。一季度，限额以上企业（单
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0.9%。

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出口快速增
长 。 一 季 度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1127.24 亿元，同比增长 9.7%。其
中，出口748.77亿元，增长14.7%；进
口378.47亿元，增长0.9%。进出口
相抵，贸易顺差 370.3 亿元。出口
中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11.6%，“新三样”出口额增长15.8%。

下一步，全省各级部门将着力
加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持
续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季度陕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

身着粉色工作服，手提
粉色医疗箱……在宁夏固
原，95 后女生白婳毕业返
乡当兽医，凭借着纯熟医术
在网络上积累了大量粉丝，
改变了人们对于兽医传统
刻板印象的同时，还吸引了
更多伙伴与她并肩前行。
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年轻
人该有的样子！

时下，随着短视频行业
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扎根
乡村的年轻人被看到和喜
爱。透过镜头，乡村生活的

自由快乐、广袤田野的生机
活力、励志青春的满满能
量，感染、鼓舞了更多人，
也让大众对如今的乡村和
年轻人有了新认识。

不容置疑的是，在科技
的支撑之下，农业早已撕掉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固有
标签，“农民”也从身份变为
一种职业，拥抱着更多集聚
智慧才能与创新意识的年轻
人加入。从往日的要“面子”
到现在的求“里子”，当代年
轻人做出了多元化选择，这

场乡村与年轻人的“双向奔
赴”理应引发更多思考。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每
个职业都有意义，都值得被
尊重。新时代下，年轻人应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
观，既看得见城市的繁华，
也要关注乡村发展，以情怀
与担当向下扎根、向上生
长，用魄力和实干为乡村振
兴贡献青春力量。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要
靠人才干、文化要靠人才
兴 、组 织 要 靠 人 才 强 ，因
此，要做好“引人、育人、用
人、留人”四篇文章。除用
好政策红利，建立并完善奖
励机制、晋升机制之外，还
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育，结

合当地特色和发展实际，依
据需求培养人才，真正促进
乡土人才提档升级。

此外，还应用好人才，
着力构建“人岗相适、人事
相宜”的正向循环，以此激
发年轻人内生动力，提高干
事创业积极性，为其施展才
能提供优秀平台。在留人
方面，强化物质保障是基
础，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搭
建创业创新平台的同时，还
应强化思想教育引导，引导
其建立归属感和使命感，并
在政策上给予有力支持，才
能让更多爱乡村、懂农业、
会技术的年轻人安心扎根
乡村，努力发光发热。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4 月 24 日，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建设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省以“三项改革”为切入口，持
续放大秦创原建设效能，全省科创生态更加优
化，科创体系日趋完善，科创效能更加凸显。

创新实施“三项改革”，科技成果加速转移
转化。陕西以“三项改革”为切入口，不断打通
堵点、卡点，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扎实推进“四个工程”，科技型企业实现量
质双升。以“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四个工程
为牵引，支持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快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为高新技术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上市企业。孵化培育体系不断完善、企业创新
能力持续增强、科技型企业群体日益壮大。

持续深化“两链”融合，产业发展动能更加
强劲。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加速推动延链补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加快聚合创新要素，科创生态持续优化提
升。紧盯创新主体所需所盼，全方位强化政
策、服务、人才、金融等创新要素供给，努力营
造“近悦远来”的科创生态。政策支持更加有
力、科创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创新人才加速集
聚、科技金融效能持续增强。

聚力推进协同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
进。持续发挥秦创原辐射带动效应，不断探索
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拓展开放合作创新空间，
积极构建开放共享、协同互补的创新发展格
局。总窗口示范引领效应显著提升、区域协同
联动走向深入、开放合作空间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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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陕西省第

九届“万步有约”健走激

励大赛在大荔县沙苑水

库启动。

当天，随着发令枪声

响起，全体健走队员沿沙

苑 水 库 步 道 区 阔 步 向

前。据悉，比赛现场还设

置了大荔农特产品展示区

和非遗文化展示区，让参

赛人员和观众近距离感受

独具大荔特色的文化底蕴

和发展魅力。

通讯员 李世居 摄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4 月 22 日，记者了解到，为
保证 2024 年全省政策性粮
油库存检查顺利进行，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精心部署、
周密安排，指导各地各单位
扎实有序推进库存检查分
解登统工作。

分解登统是完成政策
性粮油库存检查的基础，直

接影响库存检查成效。为
此，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专
门下发通知，对分解登统时
点、范围、填报审核主体和
要点等指标进行明确，要求
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强
组织领导，选派精干力量负
责推动，确保分解登统工作
高质量开展高标准推进。

针 对 县 区 、企 业 登 统

人员更迭和既往分解登统
集中出现的问题，省粮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举 办 2024
年全省政策性粮油库存检
查分解登统视频培训答疑
会，集中讲解分解登统系
统操作、工作方法、填报审
核注意事项、任务要求等
内容，并就常见问题进行
现场解答。随后，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市（区）
粮油库存检查分解登统人
员开展数据集中会审，进
一步提高分解登统效率和
准确性。通过培训答疑和
数据集中会审，基层统计
人员澄清了认识，提升了
能力，为保证分解登统信
息真实准确，任务顺利完
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省多举措开展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分解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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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扎根乡村成为一种新选择
■ 杨杰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王军锋） 4 月
25 日，渭南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全市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4
年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年
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渭南市以深
化“三个年”活动为引领，紧
紧围绕“四个一批”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有力推动了高
质量项目建设。1~3月份，全
市固定资产增长率达 9.2%，
比预期目标高出 3.2 个百分
点。今年，渭南市共安排了
418 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总投资达1936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为610亿元。

目前，渭南市已完成策划
重大项目146个，估算投资达
862 亿元；储备项目有 223

个，已开工121个，开工率为
54%；市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150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24.6%；有3个项目竣工。

此外，省级重点项目也
在有序推进。截至 3 月底，
全市省级重点项目已完成
投资 36.21 亿元，完成投资
率 为 24.78% ；新 开 工 项 目
有 9 个，开工率为 52.94%。

与此同时，渭南市坚持
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
保年的原则，扎实做好重点
项目的调度（市政府专题调
度）、协调（要素保障、入库
纳统）和督导（开工情况、问
题落实情况）工作，还多次
组织项目培训会、推进会、
调度会和对接会，全力以赴
推动项目开工建设。

渭南市

一季度固定资产增长率达9.2%

强信心 稳预期 助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