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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6 月 14
日，记者了解到，日前，省农业农村厅
印发《关于用好农业防灾救灾资金做
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我省对开展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补助细则。

《通知》明确，补助资金用于支持
我省早发、常发、重发区域的小麦、玉
米重大病虫害以及农区蝗虫等农作

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范围覆盖农作
物病虫害及新发现可能给农业生产
造成灾害损失的重大病虫害、植物疫
情等，确保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
得到有效处置，不出现农作物大面积
绝收成灾，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
生产安全。

《通知》明确，补助资金用于病虫

害防治有关购买药剂、应急处理、统防
统治作业，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生态
控制技术，重大病虫监测设备运维、诱
虫灯等监控扑杀设施器械配置、检疫
处理以及必要的技术指导培训等，具
体由农业农村部门结合防控需求组织
实施、据实使用，可采取物化补助和作
业补助等方式，优先对农户生产风险
高、防控需求迫切的环节予以补助。

我省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给予补助

本报讯 （记者 肖倩） 6 月 14
日，记者从省审计厅获悉，日前，
省纪委监委、省委审计办、省审计
厅、省委巡视办联合出台《加强纪
巡审联动开展乡村振兴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方案》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
委、省纪委三次全会精神，结合党

纪学习教育、全省深化“三个年”
活动，坚持“小切口、大深入”开展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加强纪检监察监督、巡视
巡 察 监 督 与 审 计 监 督 的 贯 通 协
同，围绕权力运行、资金流向，对
重大资金、重点领域、重要线索采
取“嵌入式”联动，发挥纪委监委
日 常 监 督 、巡 视 巡 察 的“ 政 治 体
检”和审计在防腐治乱方面的重
要作用，着力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查办一批典型案件、完善一批制
度机制、提升一轮治理效能。

《方案》明确，要集中整治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级财务
管理方面与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管理方面的问题。重
点关注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
范情况，着力纠治推诿扯皮、不作
为 、慢 作 为 等 问 题 ；关 注 村 集 体

“三资”管理使用情况，着力纠治
村集体资产长期不入账、无人监
管、被他人无偿占用等问题；关注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揭示村集体
经济经营风险和债务风险，严肃
查处侵占、截留、挪用和违规使用
村集体收益等问题。重点关注制
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着力纠正补

贴资金未按要求纳入“一卡通”发
放问题；关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下达拨付是否及时发放群众
等问题；关注资金收支和申报审
批情况，严肃查处利用职权以权
谋私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等问题；
关注资金发放情况，严肃查处冒
领、多领补贴资金和侵吞、私分、
挪用村集体补贴资金等问题。

《方案》提出具体整治措施。
成立领导小组，由各设区市审计
局、省审计厅相关业务处室通过

“上审下”方式，重点对 22 个国家
级、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

专项审计。省审计厅通过大数据
分析，形成疑点清单移交省纪委监
委、省委巡视办。由省纪委监委、
省委巡视办分别将疑点清单下发
各设区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办
进 行 疑 点 核 查 ，并 反 馈 核 查 结
果。由省纪委监委组织对条件成
熟的案件线索果断立案、迅速突
破 ；对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影 响 恶 劣
的，从快从严从重查处，7 月 30 日
前向省审计厅全面反馈案件办理
结果。全面推进问题整改，对整改
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
追责问责。

陕西纪巡审联动监督

开展乡村振兴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6 月 15 日，
记者了解到，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名单，11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

农 业 产 业 化 国 家 重 点 龙 头 企 业
是 由 各 省（区 、市）农 业 农 村 部 门 从
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中遴选推荐，经专家评审，农

业 农 村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商 务
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 委 员 会 、中 华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等 六 部 委 共 同 审 定 、公 示 等 流 程 后
最终确定。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有关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
策措施，加强服务指导，强化宣传推

介，支持龙头企业不断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创新完善联农带农
利益联结机制，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

据悉，我省已获得国家六部委审
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有 54 家，加上本次新审定的 11 家，总
数达到了 65 家。

我省1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晋升“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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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还能唱到咱家门口，今天能看
美 咧 ！”近 日 ，由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指
导，省文化馆和渭南市华州区委、区政
府主办的“好日子唱着过”陕西省百姓
戏曲展演在华州区高塘镇南堡村举
办。精彩的节目把祝福送到村民身
边，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近年来，渭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全市上下在守护文化根脉、加
强高品质文化供给的同时，举办文艺下
乡，文化惠民，扎实做好文旅融合发展，
创新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搭建农文旅融
合平台。用文化赋能幸福生活和乡村振
兴，谱写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富平县、蒲城县、白水县等地的文
化馆以“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
事、传播党的声音”为使命，组建文化
轻骑兵，编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

艺节目及红色系列文艺作品，把精神
食粮送到群众身边，在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渭南市围绕“大地欢歌”“万里黄河
看渭南”“黄河岸边过大年”“村晚”等
主题，不断丰富乡村文化服务“供给
链”。举办“四季村晚”全国示范展演
3 场，举办“村晚”48 场，“大地欢歌”乡
村主题文化活动71场，广场舞演出432
场，渭南市群众文化节演出461场，渭南
市阅读文化节活动 474场，“渭南有戏，
周周有活动”83场，“一元剧场”“戏曲进
乡村”“电影进乡村”等各类文化惠民活
动 34882 场，服务乡村群众 997 万人

（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去年，富平县、华州区、韩城市被

评为陕西省非遗特色示范县，富平县
宫里镇、白水县杜康镇、潼关县秦东镇

被评为陕西省非遗特色示范镇。蒲
城兴文麦草工艺专业合作社等 4 家企
业入选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6
家企业被认定为陕西省第三批非遗
工坊。渭南共建设非遗工坊 59 家，带
动就业 9000 余人，2023 年实现销售
额 4.5 亿元。

2023 年 9 月 24 日，文化和旅游部
推出 149 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其
中就包括渭南“丰”景这边独好之旅。

“该线路将优质农业、‘网红’打卡
地、历史人文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串
联起富平县曹村镇、澄城龙首坝景区、
合阳甘井镇中国苹果特色小镇、渭南
葡萄产业园以及少华山景区，呈现出
渭南乡村的美好风景。”渭南市文化和
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下一步，渭南市将聚焦现代旅游全
产业链、乡村旅游产业链、文化创意产业
链、文化制造产业链、文娱演艺产业链、
赛事经济产业链6条重点文旅产业链集
群，聚力打造千亿元级文化旅游产业集
群，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渭南市：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王军锋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 周 ，受 青 藏 高 原 西 风
槽东移影响，我省降水过程
增多，大气对流条件较好，强
对流天气进入活跃多发期。
主要降水过程在 18 日、22 日
至 23 日，均具有较强的对流
性，局地伴有短时暴雨、雷暴
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为，17 日，全省
阴转多云，陕北南部局地、关
中大部、秦巴山区、陕南大部
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陕南
东 部 局 地 有 中 到 大 雨 。 18
日，全省多云。陕北西部局
地、关中西部部分、陕南西部
部分地方及秦巴山区有小雨
或阵雨，秦岭山区局地有中
雨。关中东部局地、陕南平
原 局 地 有 35 摄 氏 度 以 上 的
高温天气。19 日，全省阴天
转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
或雷阵雨，陕北东部局地有
大到暴雨。关中南部部分地
方、陕南东部局地有高温天
气 。 20 日 ，全 省 晴 天 间 阴
天，陕北部分地方、关中北部
局地和秦巴山区有阵雨或雷
阵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
东 部 局 地 有 高 温 天 气 。 21
日，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
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陕南
西部局地有大雨。22 日，全
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方
有小到中雨，关中南部局地、
陕 南 部 分 地 方 有 暴 雨 。 23
日，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
地方有小到中雨，陕北东部
局地、关中南部局地和陕南
东部局地有暴雨。

当前我省夏收夏种进展
顺利。根据 6 月 15 日 20 厘
米土壤相对湿度监测产品分
析，全省 65%的区域耕作层
土壤相对湿度在 60%以上，
墒情良好。榆林西部和东南
部、延安北部和东南部、关中
大部、安康中北部、商洛大部
在 40%~59%，轻到重度缺墒，其中咸阳南部、渭南大部、
安康中部和商洛西部低于 50%，中度缺墒。

未来几天我省雨热相间，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夏收收
尾，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贺文丽建议，未收区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收获
后及时晾晒，通风贮藏。各地要抓住降水天气做好农
田和库塘蓄水保墒，未夏播区尽早适墒夏播；已夏播田
块和春播区加强土壤墒情监测和田间管理，缺墒田块
及时灌溉补水，浇水时注意避开高温时段，确保在地作
物正常生长。

同时，高温期间，夏收夏种田间作业注意防暑降
温，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高温、干旱、局地雷
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本
周
雨
热
相
间

强
对
流
天
气
活
跃

加
快
夏
收
夏
播
收
尾

强
化
高
温
干
旱
防
御

本
报
记
者

赖
雅
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