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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

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曹丹妮 杨建宇）8
月 29 日，榆林市召开 2024 年“千
万工程”市级重点村（2025 年“千
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备选村）项
目库建设座谈会。

会议指出，各县（市、区）要
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项目库，重
点围绕农村户厕改造、生活污水
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庄风貌
提升、村庄规划编制、危房改造
提 升 、水 路 电 网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
乡 融 合 发 展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发
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集体经
济 壮 大 、农 业 农 村 绿 色 低 碳 发
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乡 村 治 理 等 与

“千万工程”建设相关项目。
会议要求，“千万工程”重点村

项目谋划不仅要因地制宜，还要区
分轻重缓急，特别是要保证“厕所、
污水、垃圾”三大革命、安全住房、安
全饮水、生活用电等“必须达标”类
项目优先入库，确保项目入库一个、
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受益一片。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统筹
协调职能，主动研究、积极参与，
认真把握项目库建设重点，做好
业务指导，明确“正负面清单”，
规范项目库建设程序，严格按照

“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程
序流程开展工作，入库项目要明
确项目类别、项目名称、建设地
点、进度计划、建设规模、补助标
准、投资估算、绩效目标、主管单
位、实施单位等要素，确保项目
库建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高效完成“千万工程”重点村项
目建设准备工作。

榆林市推进“千万工程”

重点村项目库建设

本报讯（记者 黄敏） 8 月 28
日，记者获悉，省自然资源厅近
日召开全系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专题会议。

会议强调，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精
神，持续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学习、领会、运用，进一步厘
清职责边界、找准工作定位、明确

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更严标
准、更实作风，切实扛起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时代责任、
历史责任。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四早”机制和“事不过三”
警示约谈机制，聚焦重点区域、
易 发 领 域 、频 发 行 业 ，加 大“ 两
乱”问题线索排查力度，重拳出
击整治突出问题；要切实抓好秦

岭警示片反馈问题整改，严把方
案审核关、验收关、销号关，坚决
杜绝走过场、虚假整改等现象发
生，确保各类问题依法依规、彻
底整改到位。要及时研究、及时
解 决 秦 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中 的 突
出问题，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监管，形成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齐抓共管格局，推进保护工作
取得实效。

我省强化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 8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安
康 市 突 出 发 展 第 一 要 务 抓 落
实 ，经 济 持 续 向 好 。 今 年 上 半
年，全市 29 个省级重点项目投
资 完 成 率 64.85% ，市 级 重 点 项
目 开 工 率 、投 资 完 成 率 均 居 全
省第一方阵。

围 绕 营 商 环 境 强 化 硬 基
础。安康市组织千名领导干部
遍访帮扶 2649 户“五上”企业和
580 个市级重点项目，形成了“一
级带一级、层层抓发展”的浓厚
氛围。建立作风能力提升“专班
抓统筹、部门抓牵头、领导抓责
任、全员抓落实”工作机制，从部
署、教育、提升、减负等方面综合
发力，强化务实导向、进取导向、
从严导向。

突 出 生 态 第 一 资 源 扬 优
势。安康市精心组织实施旅游
服务质量提升行动，通过特色主
题活动、旅游奖补措施有效吸引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以提标升
级为抓手，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探索创新绿色低碳发展。

统 筹 城 乡 一 体 促 融 合 。 安
康市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优化布
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
间 ，推 进 山 水 园 林 品 质 城 市 建
设 ，因 地 制 宜 补 齐 县 城 短 板 弱
项。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统筹推进 2 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13 个示范镇、100 个示范村
建设，103 个村获评“陕西美丽宜
居示范村”。

安康市经济稳健向好

8 月 30 日 ，2024

年全国“ 四 季 村 晚 ”

示 范 展 示 点 全 国 秋

季“ 村 晚 ”示 范 展

演 活 动 在 柞 水 县 营

盘 镇 朱 家 湾 村 成 功

举 办 。

此 次活动以“大

地欢歌 和美柞水”为

主题，现场设置了农

产品、非遗产品、文旅

产品展示区，全面展

现了生机盎然、蓬勃

发展的农村新风貌。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靳天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恒） 8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西安市不断推
进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乡村产业
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10149 家，
家庭农场 3250 家，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74 家。
其中，包括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
社 24 家、省级示范社 94 家、市级
示范社 256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 174 家、市级示范 66 家；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3 家、省
级 69 家、市级 92 家。

据了解，2023 年，西安市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595.61 亿 元 ，带 动 就 业 4.51 万
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农
产品总值 8.6 亿元，家庭农场年
经营总收入达到 9.9 亿元，民宿+
乡村游年经营总收入达到 175 亿
元，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西安市培育

农民专业合作社10149家

本报讯 8 月 31 日，省委十四
届六次全会在西安举行。全会听
取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注重从扬优势、育
新机、补短板、守底线出发谋划改
革措施，把深化我省已有改革实践
与拓展新的改革领域结合起来，是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谱写陕西
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任务书、路
线图。围绕学习贯彻好《实施意
见》，与会人员展开热烈讨论。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熊晖表
示，地方志具有真实性、地域性和
教化性的特点，是基层传承文脉的
优质文化资源。他认为，面临新挑
战，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社会秩序，既需要完善的法治，也
需要接地气的优质文化资源。推

动地方志工作高质量发展，将为全
社会提供优质文化资源。为适应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地方
志工作必须构建“向上攀登创精
品、向下深入进镇村、三级年鉴全
覆盖、数字赋能十业兴”的新格局。

潼关县金桥现代农业园区党
支部书记王新军表示，将以全会
精神为指导，不断解放思想，真抓
实干，践行科技兴农，推进软籽石
榴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园
区将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按照标
准化规模化发展思路加强种植基
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

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努力
把软籽石榴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
的支柱产业。加强科技创新，加
大科技投入，解决目前产业发展
面临的难题，推动软籽石榴产业
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同时，
积极探索延长产业链，发展软籽
石榴精深加工等产业，持续增强
产品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按照

“ 企 业 +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 合 作
社+农户”模式，加大产品宣传力
度，拓宽销售渠道，让乡亲们的生
活越来越红火。

洛南县阳光菌业党支部书记
罗 婵 表 示 ，《实 施 意 见》提 出“ 开

展县域特色经济改革行动，做精
做细首位产业和特色产业”“健全
联农带农机制，推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
挂 钩 ”。 今 后 ，将 继 续 通 过“ 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充
分发挥“洛味缘”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优势，做优做强阳光菌业品
牌，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市场，
探索联农带农富农“商洛之路”。
将做好全会精神的宣传者、践行
者，立足岗位实际，加强学习，提
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努力培育
推广食用菌新品种，带动更多农
户致富。 （据《陕西日报》）

全面深化改革 助力乡村振兴

本周，陕北有雨，关中、陕南
局地高温，降水分布不均，各地需
分类施策抓好各项田间管理。

具 体 预 报 为 ，2 日 ，全 省 阴
天。陕北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
局地中到大雨，过程期间伴有短
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关中、陕南
有小雨或阵雨。关中东部部分、
陕南南部部分地方有 35 摄氏度
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 38 摄
氏度以上。3 日，全省多云，陕北
西部局地、关中南部、陕南部分地
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陕北有
5 级左右偏南风，关中中东部有 4
级 左 右 偏 东 风 ，阵 风 7 级 以 上 。
关中东部部分、陕南南部局地有

35 摄 氏 度 以 上 的 高 温 天 气 。 4
日，全省阴天，陕北大部、关中西
部部分地方、陕南西部局地有小
雨或阵雨。关中东部、陕南平原
地区有 35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
气，局地可达 38 摄氏度以上。5
日，陕北阴间多云，陕北北部、南
部局地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关
中、陕南阴天，关中部分地方、陕南
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6 日，全
省阴天间多云，关中南部、陕南大
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关中平
原地区、陕南东部局地有 35 摄氏
度以上的高温天气。7 日，陕北
多云转阴天，关中、陕南多云间阴
天，陕北北部、关中南部、陕南大部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关中东
部有 35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局地可达 38 摄氏度以上。8 日，全
省多云间晴天，陕北南部部分地
方、关中南部局地、陕南东部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关中东部有
35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当前，关中北部和陕南春玉米
处于乳熟期、陕北处于灌浆至乳熟
期，夏玉米处于灌浆期，各地降水
不均。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
护工作站建议，各地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做好各项田间管理。

对于夏玉米脱肥或过水地块
要及时追肥，结合玉米“一喷多
促”，增施生长调节剂或叶面肥，
提高千粒重，促进籽粒灌浆和单
产提升；对于春玉米部分降水偏
多地块，要疏通排水渠道，降渍散
墒，促进田间通风透光；低洼田块
要提前开沟，保障后期遇强降雨
时能及时排水，促进作物正常生
长；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后
期 可 能 出 现 的 秋 淋 天 气 加 强 防
范，防止出现旱涝急转，确保秋粮
正常生长。

本周全省降水分布不均 分类施策抓好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赖雅芬

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