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5 日，大荔县中

医医院举行“中医药文化

夜市”活动。活动中，中

医专家提供针灸、推拿、

拔火罐等多种中医药理

疗，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

诊疗服务，还让大家切身

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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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省“三个年”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8
月 28 日，记者了解到，为促进
我省农作物种业发展，加快推
进种业振兴行动，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陕西
省农作物种业发展奖补办法
（试行）》。本办法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据 了 解 ，《陕 西 省 农 作 物
种业发展奖补办法（试行）》奖
补范围是在全省行政区域内
注册满三年的科研机构和种
子企业，其中种子企业须具备
相应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资质。

陕西省农作物种业发展奖

补内容包括国审品种奖补、种
子企业扶优奖补、品种推广奖
补共 3 项，奖补资金从省级农
业专项支持种业发展资金中列
支。同一企业同一年度符合多
项奖补条件的，只享受其中 1
项最高奖补金额的内容。

国审品种奖补对象为取得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的本
省育种单位，该单位应为国家
审定品种的第一育种者，且是
第一申请者。符合条件的每个
国审品种只给予一次奖补。科
研机构选育的国审品种每个奖
补 20 万元，种子企业选育的国
审品种每个奖补 30 万元。

生产经营玉米、水稻两杂
种子的 A 证企业，给予 300 万
元奖补；生产经营小麦、马铃
薯、油菜、蔬菜等其他作物种子
的 A 证企业，给予 200 万元奖
补。品种推广奖补包括小麦、
玉米和油菜三类作物，按照生
产上的推广面积进行奖补。品
种推广面积和品种新增推广面
积以全国农技中心统计公布的
数据为准。

品种推广奖补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全国推广面积奖补，
第二类为省内推广面积奖补。
全国推广面积奖补对象为单年
次品种推广面积进入该类作物

全国前 10 名的本省选育品种
且品种经营者为本省的种子企
业；省内推广面积奖补对象为
单年次品种推广面积或品种新
增推广面积进入该类作物陕西
前 3 名的本省选育品种且品种
经营者为本省的种子企业。

符合条件的每个品种只给
予一次奖补，全国推广面积奖
补额度为每个 100 万元；省内
推广面积奖补额度为每个 50
万元。对申请过程中弄虚作
假、虚报冒领的行为，一经发
现，取消申请资格，已取得奖补
的追回奖补资金并在全省通报
批评，5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我省印发《陕西省农作物种业发展奖补办法 （试行）》

国审品种每个奖补3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姚远） 8 月 28 日，记者

了解到，勉县认真落实全省“三个年”活动
要求，加快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城市。

今年以来，勉县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15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84 亿元，项目个数、年度
投资计划同比分别增长 10%、22%，已完成
投资 134 亿元；派出 68 支招商分队赴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招商，考察企业 141
家，对接线索项目 116 条；成功举办现代材
料产业暨金属制品行业招商推介、2023 三
国主题旅游大会暨诸葛亮文化论坛等重大
活动，招引浙江天天田园农业、全球鹰无人
机等项目 95 个，完成内资招引 162 亿元。

勉县相关部门还出台《高质量项目建
设考核办法》，设立创先争优奋斗奖、创先
争优高质量发展奖，评选表彰“服务高质量
发展追赶超越排头兵”、“十佳第一书记”、

“产业标兵”100 余名，在全县形成了“真抓
实干、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激励干部自
我加压、自我提升。

勉县：

加快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城市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8月
26日至28日，第五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我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全省 82 家
粮油和食品加工企业参展参会。

此次展会，我省展团以“陕
西好粮油 亿万人的口福”为主
题，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促进
产销衔接为重点，集中展示延
安小米、安康富硒粮油等区域
公用品牌产品和脱贫地区优质
粮油产品，全面展现“中国好粮
油”陕西行动最新成果。

在总面积 500 平方米的陕

西展馆内，主要设置重点粮油
企业展区和陕北、关中、陕南三
大特色区域展区，特别设置陕
西营养健康粮油产品消费品鉴
区。同时我省展团积极参加全
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
展销会暨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
帮扶县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此次我省共有 6 大类 300
余种粮油产品展出，涵盖西安、
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
榆林、汉中、安康、商洛、韩城、
杨凌等 12 个市（区）。

“陕西好粮油·延安小米”

区域公用品牌专场推介会上，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面宣传
推介“延安小米”区域公用品牌
及产品，全力提升品牌知名度、
关注度、美誉度。与此同时，我
省展团充分利用新业态、新模
式，积极组织企业开展直播带
货，拓宽产品销售途径，切实促
进企业增收，展现消费升级新
成效。此外，积极参加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高层专家报告
会、粮食政策和市场形势分析
会等同期活动。

此次大会期间，我省企业现

场共计成交各类粮油及相关产
品 1.95 万吨，成交金额 6365.48
万元，组织原粮交易共计 37.24
万吨，交易金额 12.31 亿元。另
外，我省与青海、甘肃、四川、宁
夏、新疆等6省（区）签订粮食安
全保障互联互保机制框架协议，
与河北省签订了粮食产销战略
合作协议，与内蒙古自治区签订
了粮食流通行政监管战略协
议，持续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强
化粮食流通监管力度，进一步
提升了我省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陕西好粮油”
闪耀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8 月
25 日，省质量强省办召集省教
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
等 17 家省质量强省委有关成
员单位召开了质量工作考核问
题整改专题会议。会议通报了
2022 年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
结果和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
情况，听取了省质量强省委有

关成员单位本年度质量工作情
况和整改措施汇报。

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
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
心、使命感，将我省质量工作
抓好抓实，让经营主体和人民
群众真切体会和感受到质量
工作的成效；要紧盯重难点问
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落实

工作责任，传导工作压力，量
化工作任务，建立评价体系，
切实做好问题整改工作；要提
前谋划准备，拿出超常手段和
措施，加紧推进各项质量工作
的落实，补齐质量工作短板，
做好 2023 年中央质量督察考
核的迎考准备，力争取得好成
绩；要压实考核责任，利用好

每年省质量强省委对各市政
府质量考核工作的契机，将质
量重点难点工作列入市级政
府质量工作考核和督查内容，
制定年度质量工作任务分解
清单，对照问题逐项、逐条、逐
句分析原因，明确整改时限和
目标任务，确保各项任务贯彻
落地落实。

我省召开质量工作考核问题整改专题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8 月 28 日，记
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康市紧扣全省“三
个年”活动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全面
构建集约高效政务服务新模式，持续擦亮
营商环境“金名片”。

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进一步创新服
务举措，提升服务水平，深化简政放权，在
服务运行标准化上“求突破”；强化能力建
设，在服务供给规范化上“求突破”。创新
服务举措，在企业办事便利化上“求突破”；
不断提升审批、政务、交易、热线“四个服
务”能力水平。

安康市财政局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
改革，支持经营主体发展，不断优化提升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将涉企收费列入财经秩
序专项整治行动和财会监督的重要内容，
坚持常态化监管。

今年上半年，安康全市各级政务服务中
心共计办理各类业务 123.89 万件，其中市政
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11.01万件，按期办结率
99.99%，持续提升服务企业的质量和水平。

安康市：

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

本报讯 （记 者 崔福
红） 8 月 29 日 ，记 者 了 解
到，今年以来，省水利厅以
全省“三个年”活动为重要
抓手，聚焦供水安全保障、
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
保护治理、水旱灾害防御，
让群众从“有水喝”到“喝
好水”。

据了解，省水利厅重点
推进城乡一体化、规模化
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
规范化改造工作，完善农
村供水网络，积极服务农
村水利发展，提升灌区保
障粮食安全能力；着力推
动重大民生工程建设，持
续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
在建水利工程实现重大突
破，资源配置格局不断优
化；扎实推进水生态治理
保护，建设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湖。全面强化河湖长
制，促进“河湖长治”，推动
全省河湖面貌持续向好，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以奖代
补试点工作，使黄土高原
减少“含沙量”；认真做好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完善
防洪减灾体系建设，提升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能力，落实移民后扶政策，探索具有陕西
特色的产业扶持新模式、新机制。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立足我省省情、水
情、地形和区域经济产业布局，加大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水灾害系统治理，持续发展民生水利，有力保
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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