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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7 月

3 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全省防汛抗旱工作
情况。

今年入汛以来，全省降水总体
偏少，平均降水量 87.1 毫米，较多
年均值偏少近四成；强对流天气
活跃，极端暴雨多发，415 站次出
现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
72.9 毫米。6 月以来，我省持续高

温 少 雨 ，土 壤 失 墒 加 剧 ，陕 北 大
部、关中大部、陕南中东部旱情显
现。各地采取错峰供水、应急调
水、人工增雨等措施，使旱情发展
蔓延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针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
势，全省各级各部门从压紧压实各
方责任、开展实战演练、科学修编预
案、狠抓隐患排查、做好应急准备等
方面发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应对旱情方面，省防总密切监
视旱情发展动态，及时启动抗旱
Ⅳ级 应 急 响 应 ，强 化 与 气 象 、水
利、农业等部门的会商研判；下发

抗旱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
重视抗旱工作，因地制宜抓好保
人畜饮水安全、抢墒夏播、抗旱灌
溉保苗等工作。

在应对汛情方面，我省明确城
市、江河、水库等防汛、技术责任
人 27283 名；修订完成各类防汛预
案 13506 个，开展演练 14366 次、
参演人员 40.11 万人次；落实专群
结合队伍 6063 支 19.81 万人，防汛
物资 30 类 60 种，随时做好防汛应
急 救 援 准 备 ；累 计 组 织 6088 户
13391 人转移避险，无人员伤亡和
重大灾情险情。

为了有力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多
发频发、引发洪涝灾害加剧的新趋
势，着力破解风险区划分不精准、人
员转移不彻底、“叫应”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我省经复核修订确认防汛
风险区 23307 个，涉及受威胁群众
71.54 万人；在建涉河工程 545 个、
涉及工人1.9万人，已纳入当地防汛
体系并建立了对接落实机制。

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极易发生
旱涝并发、急转现象。省防总坚
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先旱后
涝、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前置防
汛关口，不断查漏补缺，加快补齐

防汛工作短板，预置队伍物资，做
到严防死守。

同时，聚焦暴雨洪涝易发区、
库坝工程、在建涉河工程等重点
区域，举一反三抓好风险隐患治
理。紧盯山脚下、河道中、沟峪口
等关键部位，复核修订风险区，落
实“防抢撤”各环节责任，按照“三
个坚决转移”要求及时撤人。持续
优化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多手段识
别、多层次预警、多方位处置和智
能化管理的综合防治体系，提高多
部门、多灾种风险监测数据分析处
理水平，不断增强防汛指挥能力。

陕西多方发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7 月
3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省林业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5 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人
兽共患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旨在加强人兽
共患病防控工作。

《通知》指出，全省各地要
依法梳理相关部门管理职能，
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疫病防
控屏障，强化各项监管措施，有
效控制人兽共患病传染源、阻
断传播路径；农业农村部门要
做 好 畜 禽 人 兽 共 患 病 源 头 防
控，落实布鲁氏菌病等重点人
兽共患病免疫，加强病原学监
测，强化免疫效果评估，推进重

点人兽共患病净化；对用于娱
乐、演出等用途的动物产地检
疫，要求养殖场户提供有资质
检测实验室出具的《实验室检
测合格证明》；卫生健康和疾控
部门要加强人群人兽共患病疫
情监测，开展重点人群安全防
护和职业健康教育，引导公众
远离来源不明畜禽、改变食用
未 经 加 工 的 生 鲜 奶 等 生 活 习
惯，增强公众人兽共患病防控
意识，提高防护能力；林业部门
做好陆生野生动物的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工作，确保陆生野生
动物种群安全；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做好市场销售动物及其产
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
品品质合格证明文件。

我省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加强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7 月
1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市场
监管局印发《促进即时配送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旨在促进我省
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

《措施》明确，要强化食品安
全管理，落实即时配送平台企业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平台加
强经营者资质审核，严格落实证
照审查和公示相关制度；探索餐
饮领域“互联网＋明厨亮灶”智
慧监管，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食
品安全治理，实现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推广餐食封签使用，确保
封签使用过程中的完整性，推动

外卖配送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鼓励在有条件的居民小区、商务
楼宇、学校、酒店、医院等设置智
能外卖柜、无接触配送站；引导
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完善收费服
务规则，指导即时配送平台企业
对所有收费项目明码标价，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品，不得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措施》强调，要发挥标准
引领作用，研究制定即时配送
服务规范、数据资源利用等地
方标准；要提升网约配送员权
益保障，督促即时配送平台企
业落实用工主体责任，健全优
化网约配送员协议规则。

我省出台措施

促进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7 月 2
日，记者了解到，由省妇联、省农业农
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妇女
手工艺协会承办的第十届陕西省妇
女手工技能大赛启动，旨在展示我省
妇女在手工行业的创业创新成果，
激发新时代女性建功立业新活力。

本次大赛以“巾帼匠心 巧手
筑梦”为主题，参赛对象为从事手

工艺创作的个人或团队；参赛个
人 或 参 赛 团 队 负 责 人 必 须 为 女
性。参赛对象分为四类：手工艺
大师、手工艺人、手工爱好者、女
大学生。大赛技艺类别分为画、
染、塑、编、剪、绣等六大类。7 月
19 日前，参赛的个人或团队可以
在 省 妇 联 的 官 网 按 类 别 进 行 报
名。进入决赛的个人（团队），由

组委会统一命题，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作品创作并参加评比。

大赛设立创新奖和技艺奖两
个奖项。技艺类工艺技术精湛，
作品具备良好的空间感和色彩搭
配效果，精细度、美观度高。创新
类手工作品设计新颖、独特，注重
创作者个人创新和独特灵感的表
达，富有时代感。

第十届陕西省妇女手工技能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恒） 7月2
日，记者了解到，第六届全国县域
旅游研究成果《全国县域旅游发
展研究报告 2024》暨“2024 年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
百佳县”名单近日公布。陕西5地
入选“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
潜力百佳县”，分别为周至县、神
木市、蓝田县、华阴市、留坝县。

据 了 解 ，第 六 届 全 国 县 域
旅游研究成果由全国县域旅游
研究课题组、华夏佰强旅游咨
询中心联合发布，其中关于旅

游发展潜力的评价，是对区域
旅游业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旅
游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包含旅游
资源潜力、旅游市场潜力、旅游
开发效益、社会经济支撑条件
等方面共 20 个指标。

近 年 来 ，陕 西 省 积 极 推 进
县 域 经 济 工 作 ，明 确“ 一 县 一
策”定位，全省有 36 个县（区、
市）将文化旅游作为第一或第
二主导产业，着力推进项目建
设，强化产业导入，不断促进传
统旅游产品迭代升级，县域旅
游亮点纷呈。

我省5地入选

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
近 日 ，凤 县 首 家 村 级

助残就业服务驿站在红花

铺镇红花铺村揭牌运行。

据 了 解 ，红 花 铺 镇 整

合 村 级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农村幸福院、农家书屋

等公共资源，在红花铺村

建立助残就业服务驿站。

截至目前，该驿站已组织

23 名残疾人参加花椒种植、

中蜂养殖等技术培训。图

为工作人员在为残疾人进

行康复训练。

康健 摄

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变化

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7 月
4 日，据省气象局新闻发布会消息，
受副热带高压和高空槽共同影响，
即日起至 10 日我省进入多雨时
段。其中，5 日和 7 日有区域性暴
雨，中南部强降水持续至10日。

具体预报为，5 日，关中东部、
陕南东部大雨，关中东部局地、陕
南中东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7 日，陕北南部、关中北
部部分、陕南西部局地大雨，部分
地方有暴雨。8 日到 10 日，关中、
陕南持续性降水、中到大雨为主，
局地有暴雨。强降水时段主要在 5
日白天，6 日夜间至 7 日白天。降

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日、7 日两次区域性暴雨强
度大、影响范围广、对流性强，陕北
中南部、关中南部、陕南部分地方
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防范暴雨
引发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
水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8 日到
10 日，关中南部、陕南地区降水持
续时间久，旱涝急转风险高。

省气象局提示，由于副热带高
压位置及强度还有一定调整，且对
流性天气具有局地性强、突发性强
的特点，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落区还
有一定不确定性，请及时关注当地
气象部门 73161 递进式机制发布
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当前，我省夏玉米主要处于
七叶期；春玉米关中南部、陕南处
于抽雄吐丝至灌浆期，陕北和渭
北处于拔节期；苹果、猕猴桃、葡
萄等经济林果处于果实生长期。

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
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柏秦凤称，
此次降水过程可有效缓解我省大
田和果园旱情，陕北中北部和陕
南旱情有望解除。同时降水利于
减轻局地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
降低苹果、猕猴桃等高温日灼风
险，利于苹果、猕猴桃等果实膨大
生长、春玉米拔节抽穗和夏玉米
苗期生长。但陕南南部局地和陕
北中北部暴雨落区可能出现旱涝
急转导致农田积水，不利于作物
根系呼吸和植株生长。

柏秦凤建议，陕北南部和关
中 降 水 量 较 少 区 域 做 好 农 田 保
墒，果园可采取树盘覆草等方式
节水保墒，调节和维持果园空气
湿度，同时需关注雨后骤晴引发
的果实日灼风险；延安北部和陕
南南部局地强降水落区需防范旱
涝急转，应提前疏通沟渠，防范农
田渍涝。

即日起至10日我省进入多雨时段

各地需做好田间管理 防范农田渍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