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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10 月
25 日，陕西举行“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一场。据介绍，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实施五年来，陕西牢牢把
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
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

2019 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

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基准线，牢记“国之大
者”，以“省之大计”“民之大事”要
求，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战略
实施，突出抓好治水治沙、污染防
治、绿色低碳转型等工作，加快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生态环境是影响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变量。省生态环境厅加快
健全保障机制、开展入河排污口
整治和流域综合治理、强化环保
督察。2023 年，我省黄河流域生
态水环境达到近 20 年来最好水
平；黄河干流陕西段连续两年达
到Ⅱ类水质，渭河干流连续 6 年达
Ⅲ类水质，延河、无定河、北洛河

等主要河流水质保持为优；黄河
流域的 2158 个排污口实现精准溯
源和系统整治，国考 8 市平均优良
天数较 2019 年增加 6.7 天。同时，
在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制久清、
动态清零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县
城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水 资 源 格 局 决 定 发 展 格 局 。
我省水利部门认真践行“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全面强化流域现代
化治理管理能力，优化水资源配
置格局，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快构建“两域
贯通、三区互联、多库联调、五纵
十横”的水网格局，流域水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全省
“东西引黄、南水北调”的水资源
配置格局加快形成；关中地下水
超采区水位较 2019 年上升 5.1 米，
黄河流域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下降 48%，年均入黄泥沙量较上
个十年减少三成；全省黄河流域
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
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增强。

聚焦打好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陕西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保护和
系统治理。省林业部门抓好秦岭
生态保护修复，加强古树名木保
护，推进科学绿化，全面打响沙化
土地全面治理、荒漠化土地综合
治理、渭北旱塬植被恢复“三大标

志性战役”。2019 年以来，全省累
计治理沙化土地 571.81 万亩，沙
区植被覆盖度达 58.41%，沙化土
地面积减少 195.98 万亩，重度及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30.60 万
亩，步入“整体好转、局部良性循
环”的新阶段。此外，全省森林草
原火灾次数、受害面积屡创历史
新低。

突出结构调整，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陕北启动国家能源革命创
新示范区建设，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较 2019 年增长 126%；秦创原
建设效能持续放大，科技成果转
化“三项改革”提质增效，新能源
汽车、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保持较快增速。

陕西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10 月 26
日，记者获悉，日前，省林业局法科
处、湿地处、林科院、科管中心、天
保中心、种苗退耕中心、森防站、动
管站等单位十余名业务能手，前往
安康市紫阳县参加 2024 年陕西省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
活动，推广林业实用技术，普及林
业科技知识，宣传林业相关政策法
规，充分展示了陕西林业产业转型
提质发展的喜人成果。

活动现场发放的《核桃优质丰
产栽培技术图例》《花椒优质丰产
栽培技术图例》《食用菌高效栽培
技术》《陕西常用中药材规范化栽
培技术》等书籍和资料深受群众欢
迎。针对紫阳县林业产业发展需
要，省林业局还组织了林下中药材
种植、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专家，深

入乡村一线，开展实用技术讲座，
向群众讲授林下中药材实用技术和
先进经验，进一步促进紫阳县林下
中药材产业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
核桃、花椒、冬枣、柿子、板栗、油茶
等经济林良种及丰产栽培、提质增
效、采后处理等方面的科技推广工
作，并启动实施“521”林业科技示
范 工 程 ，共 建 成 林 业 科 技 示 范 点
800 余个，完成示范推广面积 210
万余亩，培养林农技术能手 600 多
人。同时，积极组织专家和技术骨
干深入田间地头，普及核桃提质增
效、花椒丰产栽培、困难立地造林
等实用技术，共举办现地培训 2000
余期（次），受训林农和基层技术人
员近 20 万人（次），为全省林业产业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省林业产业

转型提质发展成效显著
普法宣传

近日，勉县阜川镇司法所联
合镇平安法治办、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等部门，在集贸市场开展平
安建设普法宣传活动，以生动鲜
活的案例向群众讲解电信网络
诈骗特点、诈骗分子惯用手法以
及防范应对措施等知识。

宋丽梅 摄

“流动医院”
今 年 以 来 ，由 大 荔 县 卫

健 系 统 组 成 的 168 个 家 庭 医
生“流动医院”服务团队进村
入 户 ，开 展 送 医 下 乡 服 务 活
动 ，用 实 际 行 动 守 护 农 村 群
众健康。图为 10 月 20 日，医
护人员进村入户为村民检查
身体。

通讯员 李世居 摄

本报讯 10 月 25 日，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夏粮早
稻已经丰收到手，截至 24 日秋粮收
获进度已达 82.5%，又是一个丰收
季。我国粮食产量在连续 9 年稳定
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今年
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

据介绍，今年全年粮食再获丰
收。夏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夏粮
产量 2995.6 亿斤，比上年增加 72.5
亿斤；早稻产量 563.5 亿斤，连续 4
年稳定在 560 亿斤以上。秋粮面积

稳中有增，大面积单产提升取得明
显成效。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 月 24 日，全国秋粮收获过了八
成，大头丰收到手了。从各地反映
和专家的测产情况看，绝大多数省
份是增产的，个别的省份地区因灾
减产，算大账秋粮增产是明显的。”
他表示，加上夏粮和早稻，全国粮
食再获丰收，产量预计有望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

（据新华社）

我国粮食产量今年预计将

首次突破1.4万亿斤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10 月 22
日，记者了解到，近期，西安市农业
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开展农资市场专
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劣
农资违法行为，确保“三秋”期间农民
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乡镇农资
经营门店、集贸市场等开展专项执
法检查。种子执法重点查处制售假
劣种子、假冒侵权、“白皮袋”种子、
未审先推、无证生产经营等违法行
为。农药执法重点查处非法制售禁
用农药、假劣农药、未经登记农药、
无证生产经营特别是以委托加工之

名借证、套证、贴牌生产销售农药
等违法行为。肥料执法重点查处假
冒和伪造登记证、登记产品有效成
分含量不足、非法添加农药成分等
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共检查农资生产经
营 主 体 230 个 ，现 场 责 令 整 改 11
起，立案 5 起，结案 5 起，罚没金额
0.81 万元，处理群众投诉 38 起，发
放宣传资料 2300 余份，有力打击了
假劣种子、农药、肥料等各种农资
经营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广大农
民的切身利益，保障了“三秋”农业
安全生产。

西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组织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执法行动
天 气 日 渐 变 凉 ，尤 其 是 本

周，全省大部除了前两天是晴
天外，剩余的几天阴天小雨轮
番上阵，气温也随之下降。

具体预报为，28 日，全省多
云间晴天。29 日，陕北晴天转
阴天，关中、陕南多云转阴天，
陕北西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
有分散性阵雨。30 日，全省阴
天有小雨或阵雨。31 日，全省
阴天，陕北大部、陕南大部有小
雨或阵雨，关中、陕南西部局地
有小到中雨。11 月 1 日，全省阴
天，陕北大部、关中部分地方有
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陕南大部有
小雨、局地有中雨。2 日，全省阴
天，陕南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

雨。3 日，全省阴天，陕北大部、
陕南西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

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
象服务中心发布的《全省秋收秋
种秋管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当
前，我省玉米、马铃薯等秋粮处
于收获期，晚熟苹果、猕猴桃处
于采收期。据省农业农村厅数
据，截至 10 月 25 日，全省累计收
获秋粮 2700.32 万亩，占应收面
积 91.65%；其中玉米 1813.96 万
亩 ，占 应 收 面 积 96.38% ，大 豆
217.72 万 亩 ，占 应 收 面 积
80.62%，159 万亩水稻已收获完
毕。秋播小麦 1323.98 万亩，占
预播面积 93.57%，油菜 273.17 万
亩，占预播面积 97.21%。全省秋
收、秋播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当前，我省秋收秋播进入扫
尾阶段，晚熟苹果、猕猴桃处于
采摘末期，小麦、油菜处于播种

至幼苗生长期。10 月 25 日 20
厘米土壤墒情产品显示，全省
94% 的 区 域 土 壤 相 对 湿 度 在
60%以上，墒情适宜；咸阳南部，
西安北部、渭南西部和安康中
部 的 局 部 地 区 轻 度 缺 墒 。 目
前，全省大部土壤墒情良好，有
利秋收秋播开展，适宜已播小
麦、油菜出苗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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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加快秋收扫尾。陕
南未播区趁墒播种；已秋播区
加强小麦、油菜田间管理，及时
查苗补种，培育壮苗。未采收
的苹果、猕猴桃果区加快采摘
进 度 ，做 好 果 实 预 冷 入 库 工
作。已收果园及时清园，减少
病虫越冬基数，并结合深翻早
施基肥，增加树体营养供给，促
进根系生长，恢复树势。

本周阴雨穿插 加快秋收秋播扫尾
本报记者 赖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