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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靳天龙 通
讯 员 倪娅 陈少斌） 7 月 14
日，记者了解 到 ，经 过 精 心 培
育 、认 真 耕 作 ，今 年 镇 安 县 西
口 回 族 镇 青 树 村 高山有机蔬
菜大棚内第一茬水果西红柿新
品种——“潘西一号”进入成熟
季，喜获丰收。

“我们培育种植的水果西
红柿色泽红润通透、口感清脆
酸 甜 ，是 老 少 皆 宜 的 热 销 水
果。”从南京潘西农场前来指导
的技术员一边指挥工人采摘包
装 ，一 边 介 绍 着 水 果 西 红 柿 ，

“我们种植的水果西红柿全过
程纯绿色，确保大家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青 树 村 高 山 有 机 蔬 菜 大
棚于 2023 年 8 月启动建设，包
含 4 座 双 膜 立 体 连 栋 温 棚 、5
座 日 光 温 棚 ，共 计 9000 平 方
米 ，全 面 打 造 新 型 大 棚 、智 能
育 苗 、智 能 控 温 、智 能 控 光 和
循环再利用“五位一体”的综合
设施农业体系。标准化定植，
科学化管理，准确端正放苗，严
实均匀覆土，同时做好灌溉、保
温、绑带、补钙等工作，促进西
红柿稳健生长。

“水果西红柿产业是村上
重点发展产业之一，现在正值
西红柿丰收季，我们积极帮助
农户寻找销路，推动西红柿产
业 发 展 壮 大 。”青 树 村 党 支 部
书记石宏星说，“下一步，我们
将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
农 民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和 提 高 产
量，实现家门口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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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7 月 12 日，武功县发改局传
来消息，为守住管好“大国储
备”，充分发挥政府储备稳定
物价、保障民生的“压舱石”
作用，武功县发改局创新推
出“五查”机制，对储备粮实
行常态化、网格化管理，确保
政府储备粮拿得出、调得快、
用得上。

承储企业周查。储粮企

业每周一入仓检查储备小麦
温度、湿度，扦样检查是否有
储粮害虫；召开粮情分析会，
对粮情进行分析研判，发现
储粮害虫时，议定处置措施，
规范填写粮情检查记录。

业务科室月查。县发改
局储备管理科每月不定期深
入储备粮承储企业，检查储
粮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填
写储备粮检查记录表。

领导带队季查。由县发
改局领导带队，每季不定期
深入储备粮存储库点，检查
储 备 粮 储 存 安 全 和 安 全 生
产情况，填写储备粮检查记
录表。

专项检查组春秋两季半
年查。每年春秋两季开展库
存粮油安全普查，按照《储粮
安全检查清单》《安全生产检
查清单》系统检查储备粮规

范管理情况，形成检查工作
情况报告。

信息化全程查。充分运
用 粮 食 购 销 信 息 化 监 管 平
台，从粮食入库、检验、称重、
结算等环节，实现出库全程
留痕、全环节监管，库区视频
监 控 全 覆 盖 且 常 年 常 时 与
省、国家平台互联互通，实现
穿透式监管，确保库存粮食
监管无盲区、无死角。

武功：创新“五查”机制 管好粮食储备

在持续一段时间的干旱
后，前几天出现降水天气，延
安市宝塔区水务局抓住有利
时机，增加供水设施，畅通田
间 水 渠 ，让 生 长 期 小 苗“ 喝
饱、喝足”。

7 月 13 日，记者走进麻洞
川镇樊村村，村民石京红家
的 30 余亩玉米地经过几天的
浇 灌 ，玉 米 长 势 明 显 好 转 。

“自从南泥湾灌区把水渠开
通后，水流进玉米地里，我的
心就踏实了。”石京红说。

为全力做好抗旱保灌工
作，宝塔区南泥湾灌区管理
处成立了两支工作队，对受
旱村庄进行摸排调查，及时
掌握农民用水需求。南泥湾
灌区管理处副主任石忠平表
示，截至目前，有效灌溉面积
8000 余亩，提供有效灌溉用
水 26 万余立方米。

宝塔区甘谷驿供水厂负
责主镇区村组及驻镇企事业
单位的生产生活用水。受旱
情影响，备用水源也面临枯

竭。宝塔区全面启动供水应
急预案，及时与市水务局、市
水务环保集团沟通协调，启
动引黄管线取水工程。

“经过紧张施工，及时实
现了通水。目前，甘谷驿镇
主镇区 7000 多人的生产生活
用水完全得到了保障。”宝塔
区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贺瑞照说。

为有效应对旱情，宝塔区
及时启动全区干旱四级应急
响应，组织人员深入各乡镇

村组，入户了解生活用水情
况，紧急维修饮水工程 18 处，
完成新建机井 4 眼、新建应急
水 源 8 处 、改 扩 建 蓄 水 池 6
座，铺设管网 9.5 公里。技术
人 员 因 地 制 宜 指 导 村 民 引
水、提水、拉水等进行灌溉，
确保农作物、果树正常生长。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
注旱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饮水安全和灌溉用水，争
取把旱情损失降到最低。”宝
塔区水务局副局长万三强说。

7 月 10 日，在靖边县东

坑镇陆家山村的胡萝卜种

植基地，村民正忙着采收胡

萝卜。

今年，陆家山村的胡萝

卜产量持续增长，品质稳步

提升，1亩胡萝卜纯收入8000

元。此外，胡萝卜采收后还

可以种植大白菜、白萝卜、芹

菜等，实现“一年两种两收”。

白凌燕 摄

本报讯 （记 者 赖雅芬） 眼
下，富平县夏粮收购进入旺季。7
月 12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富平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围绕

“ 保 民 生 、稳 市 场 、促 增 收 ”的 核
心方针，把夏粮收购作为当前中
心工作来抓，全力保障农民售粮
需 求 ，切 实 将“ 丰 收 在 田 ”变 为

“丰收在手”。
强 化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凝 聚 收

购工作合力。该中心联合县农业
农村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印发工作通知，对夏粮收
购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同时，加

强与信合、邮政储蓄、农发行等金
融机构的紧密沟通，及时跟进资
金落实情况。截至目前，为粮食
经营主体落实夏粮收购贷款资金
约 2.5 亿元，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购
的资金需求。

深 化 收 购 政 策 宣 导 ，提 高 为
农服务水平。该中心印制 500 余
张 宣 传 画 在 各 粮 食 收 购 网 点 张
贴 ，将 粮 食 收 购 的 流 程 、政 策 、
12325 监管热线等内容在收购现
场进行公布；对粮食收购企业夏
粮收购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在收购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督
导企业执行好相关政策要求；落
实 便 民 举 措 和“ 五 要 五 不 要 ”要
求，设立售粮群众休息室，优化资
金结算程序，开辟种粮大户售粮
绿色通道，开展预约收购、上门收
购等积极措施。

扎 实 开 展 质 量 检 测 ，强 化 安
全 生 产 监 管 。 该 中 心 组 织 专 人
深 入 田 间 和 农 户 家 中 进 行 新 产
小 麦 样 品 采 集 、整 理 、分 样 、封
样 ，确 保 采 样 的 真 实 性 和 规 范
性 ；重 点 对 机 械 操 作 规 范 、收 购
现 场 组 织 、粮 食 装 卸 、防 汛 应 急

准 备 以 及 用 电 安 全 等 关 键 环 节
加大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隐患问
题 ，立 即 下 达 整 改 通 知 ，跟 进 整
改情况，确保所有问题得到及时
有效解决。

织 密 市 场 监 测 网 络 ，增 强 信
息发布时效。该中心通过“网络
直报+微信工作群”的形式，增强
市场监测的精准性与时效性；设
立夏粮收购信息收集小程序，简
化 企 业 夏 粮 收 购 数 据 的 上 报 流
程；在政府网站建立定期信息发
布机制，及时公布收购量、市场价
格等数据。截至目前，统计上报

夏粮收购进度 8 期，发布市场信
息 3 期。

持 续 加 大 监 管 力 度 ，维 护 售
粮农民权益。该中心结合粮食流
通 定 期 巡 查 、市 场 监 管“ 铁 拳 行
动”和乡村振兴（粮食购销）领域
专项整治等要求，通过全覆盖、无
间断拉网式巡查，严厉打击各种
违法违规等坑农害农行为，不断
强化粮食流通全过程监管。

一 系 列 举 措 的 积 极 实 施 ，有
效保证了富平县夏粮收购工作顺
利进行，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收购
进度快于上年。

富平：政策护航保夏粮颗粒归仓

全力以赴 为农“解渴”
本报记者 杨磊

（上接第一版）
“小军，这机子看着美得很，这两天把我那

十来亩地也种了。”
“还有我家的。有些地不平整能种不？会

不会影响播种质量？”
“没问题，都能种。你们这些地一上午就

结束了。咱把电话留下，到时候联系就行。”
……
在侯卫刚的地里，不到半天时间，这台机

器就成功地让附近村民实现“路转粉”。
往年 4 台传统播种机同时下地，500 亩地

得五六天才能播完；今年只这一台机子，不到
两天时间就忙完了。加上开沟、下种、施肥省
下的钱，一亩地算下来总共能节省 200 元……
侯卫刚正盘算着今年的投入成本，“突突突”的
水泵声到了跟前。

“地里的管道弄好了，咱收拾收拾家具，再
去把井房拾掇一下。”侯卫刚招呼大伙儿往地
头走去。他身后的一排排玉米苗郁郁葱葱，迎
风轻摆，齐齐整整的，没有一株漏苗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