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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4 月 29 日，安康市汉

滨区 2024 年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

南山片区制茶技能大赛

在大竹园镇举行。

当天，来自汉滨区公

安、科技、司法、卫健等多

家单位的工作者，以文艺

演出、志愿服务、医疗义

诊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提

供法律、金融、急救、电商

咨询等多项惠农服务，把

惠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心

坎上。

通讯员 冯维杯 东京 摄

洛川苹果、柞水木耳、米脂小
米、“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
富硒茶……提起这些时常冲上热
搜的“土特产”，很多人都不陌
生。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一
个“字号”，之所以让人耳熟能详，
是因为每一份“土特产”的背后都
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致富产业，是
承载着一方精神文脉、凝结着传
统工艺的“金字招牌”，更是一个
集地名与产品、历史与文化、创新
与融合等多元价值的特色标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
土育一方物。来自乡野田间的

“土特产”与地方水土、文化等紧
密相连，既是重要的农业资源，也
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把“土
特产”做成大产业，就要把目光放
远，把视野放宽，把格局放大，聚
焦产业、品牌、文化、场景、消费等

统筹谋划、多点发力，让其各展所
长，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联动效
应，从而以小产业撬动大市场。

比如，作为“土特产”的淳化
荞面饸饹，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发
展门店 1300 多家，年营业额突破
4 亿元；临潼 8 万亩石榴，年产值
亿元，在此基础上，产业与文化、
旅游、创业等深度深融，不仅衍
生出许多新业态，更催生出“石
榴文化”……深耕“土特产”，成
就富民大产业，无不得益于当地
立足“土特产”资源，多元联动打
造全产业集群的功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重
视做好“土特产”文章，与此同
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土特产”
升级发展之路：怎样进一步把

“土特产”这篇文章做深、做实？
怎样主动适应消费需求，推动融
合发展？从实践来看，做活“土
特产”文章，既要有立足“土特
产”延伸产业链的思维，也要有
立足“大市场”调优产业结构的
视野。只有在生产标准化、服务
品牌化、产业集群化、消费场景

化等方面下足功夫、多向发力，
才能使“土特产”从一时旺变一
直旺，以一业兴带动百业兴。

一方“土特产”往往具有多
重价值。独具匠心的传统工艺、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山清水秀
的田园风光、丰富多彩的非遗项
目，这些不仅是乡村吸引人的地
方，也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土壤。
要把“土特产”做成品牌、做出优
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就要因地
制宜，在品牌建设上想法子、在
产业链拓展上闯路子，在消费场
景营造上出点子，挖掘潜力、突
出特色，走一条人无我有、科学
发展的路子，向品质品牌要效
益，向三产融合要效益，向越来
越大的市场要效益。

小小“土特产”，一头连着产
业振兴，一头连着农民增收和
美好生活。做好这篇文章，就
要久久为功、多向发力，让产业
发展更有特色、更具优势，让更
多的“土特产”成为县区域经济
增长的“金名片”、农民增收致富
的“金饭碗”。

“土特产”做成大产业需多向发力
■ 黄敏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4 月 30
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会
在三原县召开。

会议指出，截至 2023 年底，我
省累计在永久基本农田内建成高标
准农田1447万亩，占全省永久基本
农田总面积的 42.8%，为稳定粮食
产量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国家到
2035 年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的部署要求，我省

还需新建高标准农田1932万亩。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集中

力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
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项目、结转
新建项目与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的进度，做好项目谋划、
设计和储备工作，确保按期完成

今年国家下达我省的 162 万亩高
标准农田新建及改造提升任务。

对此，我省优先把关中渭河平
原区 325 万亩待建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优先推进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粮食主
产县、粮食规模化经营核心区、大

中型灌区有效灌溉区域高标准农
田建设；引导各地将相对集中、田
间道路便利、具有稳定灌溉水源的
补 充 耕 地 一 次 性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根据全省水网规划及建设进
度 ，加 快 渭 北 旱 腰 带“ 旱 改 水 ”、

“一季变两季”高标准农田建设。

陕西将建设及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62万亩
关注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5 月 6
日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传 来 消
息 ，为 认 真 开 展 粮 食 购 销 定 期 巡
查 ，持 续 推 动 我 省 粮 食 流 通 监 管

“铁拳行动”走深走实，督促省级储
备粮承储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
政策性粮油储备管理制度规定，近
日，该局派出专人对省储备粮管理
公司组织的 2024 年省级储备粮春
季普查工作进行了全程督查巡查，
累计检查各级承储库点 28 个，储备
粮油 82.6 万吨。

督导巡查组通过入库查看、资
料查阅、谈话交流等多种方式，重
点对省储备粮管理公司春季普查工
作 的 组 织 开 展 是 否 有 序 ，现 场 丈
量、扦样、检重等操作是否规范，财

务账务核实是否准确，工作纪律、
廉洁纪律等是否严格遵守，特别是
对相关承储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责任、制度、规章等是否落实等
进行了现场检查。同时，对各级承
储企业上年度政策性粮油库存检
查、省级储备粮管理考核、秋季普
查等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回
头看”检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下一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持续督促省
储备粮管理公司及各级承储企业，
进一步加强储备粮规范化管理，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落实内部管
控机制，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用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全省粮食流通
监管“铁拳行动”走深走实。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对省级储备粮春季普查工作进行全程督导巡查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4 月 29
日，记者获悉，近日，省林业局印发
的《关于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力争到 2027 年，全省林下经
济综合利用林地面积稳定在 2000
万亩以上，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300
亿 元 以 上 ；培 育 林 下 经 济 类 省 级
林业龙头企业 75 家以上，带动全
省参与林下经济生产经营的农户
人 数 达 400 万 人 。 到 2030 年 ，全
省林下经济产品生产、流通、加工
体 系 更 加 健 全 ，产 品 供 应 更 加 稳
定，质量安全水平、市场竞争力全
面提升。

《意见》要求，要在科学利用林

地资源的前提下，坚持市场主导、
突 出 特 色 、科 技 引 领 ，围 绕“ 调 结
构、优品种、强质量、拓市场、扩规
模”，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
链条，加快推动林下经济发展迈上
新台阶。

《意见》指出，要通过优化林下
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业、
森林康养旅游“四大模式”，实施示
范基地建设、经营主体培育、产品
品牌塑造、全产业链融合、基础设
施 提 升“ 五 大 工 程 ”，构 建 科 技 服
务、标准化建设、用地保障、多元化
支持、联农带农“五大体系”，全面
提升林下经济规模化、集约化、标
准化水平。

我省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报讯 （记者 黄敏） 5 月
4 日，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全省地
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视
频会，统筹部署、多措并举，全
力 做 好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各 项 工
作，进一步筑牢夯实安全防线。

会议强调，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要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把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
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扎实抓好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把“不怕麻烦”作
为干部基本功，把“不走过场”

作为闭环管理基本要求，把“不
存侥幸”作为工作思维底线，始
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守牢底
线夯实发展基础。

会议指出，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要全力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 ，扎 实 推 进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风险区”双控工作，盯死隐
患点，看住风险区，要以雨为令，
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及时
发布预警产品，将预警信息第一
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要切实

做好应急值守和技术支撑，配强
应急人员、配足设备物资，确保
出现灾险情时要第一时间派人
赶赴现场应急处置。

同时，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
严守土地和矿产资源底线，高
度重视越界开采，有效预防和
坚决遏制超层越界开采造成安
全事故，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
须”要求，深入查找当前全系统
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短
板不足，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消
除重大事故风险隐患。

我省多举措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强信心 稳预期 助增长

本报讯（记者 黄敏） 5月6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泾阳县自然资
源局持续推动不动产登记业务整合
与创新，通过着力打造“三集成+三服
务”模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三集成”指的是人员
集成、流程集成、“一件事一次办”
集成。其中，人员集成即设立不动
产登记综合窗口，统一整合资源，
方便群众办理业务；流程集成是在
企业、群众登记资料齐全、符合登
记要求的前提下，一般登记从受理
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存量房转
移及抵押做到 1 个工作日内办结，
查封登记、注销登记、异议登记即
时办结；“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是整
合涉企不动产登记集成改革、二手
房转移登记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集

成改革、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集
成改革 3 个集成改革事项，将房屋
交易合同网签备案、房地产交易税
费申报、不动产登记等 7 张申请表
整合为 1 张。目前，二手房不动产
交易、缴税、登记可以在不动产登
记交易缴税一窗办事平台上完成。

“三服务”即开通绿色通道服
务、优化办理抵押登记服务、容缺
受理服务，通过主动沟通，提供上
门服务等方式节约时间成本，解决
群众因无不动产权证原件造成的子
女入学、房屋租赁、水电过户不便
等问题。同时，该局还制定了“交
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工作实
施方案。去年以来，共办理“交地
即交证”项目 12 宗，实现所有新建
项目“交地即交证”。

泾阳县自然资源局

创新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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