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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省“三个年”活动

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实习
生 张慧） 7 月 28 日，记者从省
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今年以来，
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在建立田长制网格化监管
体系、强化耕地保护激励机制、
有力推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
正、精准管控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流向等方面成效显现，总
体形势向上向好。

围绕今年全省耕地保护目
标任务、耕地占补平衡审计整
改、耕地保护督察整改等重点工
作，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统一思

想、明确目标、夯实责任，多举措
推动全省耕地保护持续向好。

省自然资源厅要求，全系
统要紧紧围绕耕地保护目标责
任考核，从整治入手补齐短板
弱项；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省、市、县逐级签订耕地保有量
和永久基本农 田 保 护 任 务 目
标责任书，把耕地保护党政同
责 落 到 实 处 ；全 面 推 进 田 长
制，形成到县到镇到村到组的
田长队伍及网格保护机制，把
耕 地 保 护 责 任 不 仅 落 实到图
斑、表册，更要落实到地块、人

头；坚决扛起整改、整治主体责
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查清问题底数，明确问题清单，
落实整改责任，有力维护土地
利用秩序，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省自然资源厅强调，要把
“长牙齿”、“严起来”的要求落
到实处，充分发挥自然资源执
法监察尖刀作用，加强“田长+
检察长”工作机制衔接，从严、
从重、从快处罚一批全省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典型案件，切实形成打击违法
违规占地高压态势；围绕永久基

本农田“四严禁”、耕地用途“五
不得”、农村乱占耕地“八不准”
等深入开展政策培训，进一步提
升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充
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快建
立耕地监管智慧平台，实现国
土空间全方位立体式监管；抓
紧建立各级耕地保护联席会议
机制，加强自然资源部门与各
级纪检监察、组织、发展改革、
财政、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沟
通协作，凝聚合力、协同发力，
推动形成“大耕保”格局。

我省多举措推动耕地保护持续向好

本报讯 （记者 靳天龙） 7 月 28 日，记
者从丹凤县了解到，今年以来，丹凤县以全省

“三个年”活动为抓手，紧紧围绕商洛市打造
“一都四区”、推进西商融合发展目标，不断推
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丹凤县围绕构建“3+3+3”现代产业体
系，实行链长挂帅、链主带动、全链发展，持
续培育壮大产业链；全力推进工业倍增计
划，设立惠企专项资金 1600 万元，落实减税
降费 1113 万元，纳米钙基新材料产业园、五
谷源核桃油精深加工等工业项目加快推进，
尧柏水泥、恒发铜业等24家企业实现稳产达
效；新建标准化厂房 6.2 万平方米，新增入园
企业 4 家，新增经营主体 1210 户；坚持“一周
一安排、一月一督导、一季一调度”工作机
制，每周下发任务清单，每月开展暗访督导，
季度进行调度推进，各项任务有效落实。

丹凤县还深入实施十大城镇更新行动，
谋划实施市政项目 51 个，迎宾公园、环江绿
道、城东市场等项目建成投用，新增标准化公
厕6个、口袋公园2个，江滨北路改造、丹江公
园提升等项目加快推进；按照补齐短板、完善
功能、治理乱象、长效管理的要求，对11个集
镇持续进行整治提升，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丹凤县：

“三个年”活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靳天龙） 7 月 26 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样板市”授
牌活动在商洛市商州区举行。仪式上，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向商洛市授
牌，标志着商洛市成为全国首个“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样板市”。

近年来，商洛市狠抓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是全国第一个整市推进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试点创建的城市。目前，
商洛市食用菌等 6 个特色产业规模居全省
第一，已认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80 个，数
量居全国地级市之首，相关产品远销欧亚
十多个国家。

仪式上，商洛市政府为全市六县一区
颁发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牌匾。授
牌仪式后，商洛市名特优新农产品高质高
效发展培训会召开，会上展示、品鉴了商洛
80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商洛成为“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样板市”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7
月 28 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
保护大熊猫及大熊猫国家公
园内的珍稀动植物，让保护和
管理行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近日《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大熊猫国
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
（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
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根据商定，陕甘川三省人
大常委会分别按照法定程序
审议《决定（草案）》，同步通
过、同步公布、同步施行。这
是陕甘川三省人大常委会协
同立法的首次尝试。

《决定（草案）》明确，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 、国家代表性、
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
一管理的要求，共同保护大熊
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加强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
保护，共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
园高质量建设；明确将大熊猫
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
和 一 般 控 制 区 ，实 行 分 区 管
控；明确以自然恢复为主、人
工修复为辅的原则，统筹推进
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同时，明确了三
省共同建立保护协调机制，加强立法、行政
执 法 、司 法 、普 法 、监 督 等 领 域 的 协 同 配
合；强化规划衔接，开展毗邻地区合作，建
立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共
同推进科研成果共享和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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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珍 记者 靳天龙）
7 月 29 日，记者从柞水县了解到，柞
水县纪委监委闻“汛”而动，认真履行
责任担当，把监督延伸到防汛工作一
线，切实加强防汛工作监督检查。

柞水县纪委监委坚持靠前监
督，周密安排，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3
个防汛专项监督检查组，紧盯防汛
物资储备、值班值守、抢险救援等
关键环节，着重监督检查防汛工作
责任落实、防汛一线人员履行防汛
工作职责等内容，督促责任部门、
镇（街道）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
防 汛 任 务 ；紧 盯 以 农 村“ 撤 人 保
人”、城区“保人保车”为核心的防

抢撤机制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督促县水利局、气象局、应急管理
局等职能部门逐级、逐部门、逐工
程落实防抢撤责任人，督促镇（街
道）按照防抢撤机制，推进基层片
长责任具体化制度落实落地。

柞水县纪委监委还深入镇村
一线滑坡点、险工险段、尾矿库开
展监督检查，并要求 9 个镇（街道）
纪（工）委充分发挥监督“前哨”作
用 ，定 期 定 点 检 查 ，找 准 薄 弱 环
节，着力发现问题和漏洞，督促立
即整改，做到领导责任到位、防汛
检查到位、物资储备到位、宣传教
育到位。

柞水县

强化防汛监督 压实防汛责任

本报讯 （通 讯 员 关晓
晔 记者 韩小珍） 7 月 27 日，
宝鸡全市遭遇大范围强降雨，
渭滨区全域暴雨，局地出现了
短时大暴雨。

面 对 紧 急 汛 情 ，渭 滨 区
“汛”速行动，要求全区上下
立 即 进 入 临 战 状 态 ，聚 全 区
之 力 查 风 险 、除 隐 患 、防 事

故 ，确 保 第 一 时 间 将 防 灾 救
灾减灾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接 到 险 情 报 告 后 ，渭 滨
区 立 即 落 实 区 防 指 牵 头 抓
总 、统 一 指 挥 ，镇（街 道）部
门 分 级 分 部 门 负 责 、协 同
配 合 ，村 组（社 区）具 体 落
实 三 级 防 汛 应 急 工 作 机 制 ，
自 上 而 下 日 夜 奋 战 不 停 歇 ，

全 面 夯 实 责 任 、周 密 部 署 ，
及 时 响 应 、果 断 处 置 ，有 效
筑 牢 防 汛 安 全 防 线 ，保 障 群
众安全。

渭 滨 区 委 、区 政 府 主 要
领 导 、分 管 领 导 先 后 深 入 山
洪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区 、城 市 内
涝 点 巡 查 检 查 ；各 单 位 干 部
职 工 前 往 包 抓 村 和 社 区 排

查 处 置 安 全 风 险 隐 患 、进 行
宣传提醒；各镇（街道）和林
水 、住 建 、自 然 资 源 等 职 能
部 门 扛 起 属 地 和 行 业 责 任 ，
第 一 时 间 对 本 辖 区 河 流 、地
质 灾 害 点 等 重 点 防 汛 部 位
进 行 巡 查 ，并 通 过 应 急 广 播
向 群 众 发 布 汛 情 、安 全 提
示、抢险救援电话等。

宝鸡市渭滨区

“汛”速行动 筑牢防汛“安全堤”

本报讯（通讯员 边清学）
7 月 28 日，笔者了解到，宁强
县阳平关镇根据实际，多措
并举全面加强防汛工作，制
定印发了防汛应急预案，筹
建了阳平关社区防汛物资储
备库。

据了解，阳平关镇对“三
必撤三必到”涉险人群及汛
期安全监护、帮扶人员进行
了 全 面 登 记 ，对 全 镇 123 户
356 人涉险群众落实了监护
人、帮扶人；建立集中安置点
8 处，成立了镇、村（居）防汛
抢 险 救 援 队 21 支 。 20 个 村
（居）建有应急救援（救灾）物
资储备库，干部实行 24 小时
汛期值班制度，及时收集传
递雨情、水情、汛情信息，落
实防汛抢险措施，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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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开放

引客来

近日，咸阳市渭滨

公 园 的 荷 花 竞 相 绽

放 ，迎 来 最 美 观 赏 季

节 ，吸 引 许 多 市 民 和

游 客 纷 纷 打 卡 赏 花 ，

享受诗意美景。图为

7 月 29 日市民在荷花

池旁赏花拍照。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