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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上接第一版）
“五月的宝鸡，暖意融融，古老的陈仓，

朝气蓬勃。感谢不远千里，倾情而来的全
国各地农民报同仁……”陕西农村报社社
长贺小巍表示，做好“三农”报道，既是传媒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乡村
振兴、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陕西农村报不断推进融合发展，提
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宣传
阐释党的“三农”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而持
续努力。宝鸡是一片积淀着深厚农耕文明、
涌动着澎湃活力的发展热土，这次活动对宝
鸡、对全国农报同仁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希望大家用热情去描绘这片土地欣欣向
荣、硕果累累的美丽画卷。

启动仪式由陕西农村报社总编辑由文
光主持。她说，恰逢小满节气，全国农民报
的社长总编、骨干记者相聚宝鸡，共同探寻
这片土地上的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希望这
次全媒体调研活动的社长总编和记者朋友
用专业的目光聚焦、关注这里，去书写和讴
歌宝鸡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精彩华章。

随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余向东宣
布本次调研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洪继宇为
调研采访团授旗。在接下来为期 4 天的采
访中，来自农民日报、中国农网、中国农村
杂志社、南方农村报、四川农村日报、吉林
农村报、山西农民报、燕赵农村报（河北）、
农村大众报（山东）等全国 20 多家涉农媒
体的社长总编、骨干记者将深入乡村、深入
一线，全面了解宝鸡市有力有效、高品质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高水平建设现代农业强
市的发展成就，深度挖掘金台区、千阳县、
陇县、凤翔区等地在乡村建设、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的新模
式、新做法、新路径，进一步展现宝鸡聚力
绘就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崭新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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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在西咸

新 区 秦 汉 新 城 大 秦 文

明 园 上 演 了 精 彩 纷 呈

的文艺节目。

当天的文艺节目以

贴近生活的方式，带领

游 客 沉 浸 式 聆 听 秦 音

汉韵，集中展示秦汉文

化的深厚内涵底蕴，为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提 供 重

要精神力量。

记者 孙金龙 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妍） 5 月 17
日，为切实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的基础教育，省教育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决定组织实施
陕西省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行动计划。

陕西省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
提质行动计划以问题为导向，建
立适应陕西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学
龄人口变化趋势的教育资源优化
配置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均等化，构建“幼有优育、学有
优教”的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体
系，显著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美
好期盼。

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全省
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优质普
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到
2027 年，60%以上的县（区）达到
国 家 学 前 普 及 普 惠 督 导 评 估 标
准，普惠性幼儿园占比持续巩固
在 90%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力争达到 60%以上，优质资源
覆盖率达 60%以上。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全省

构建城乡一体、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到 2027 年，
50%的县（区）达到国家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督导评估标准，建设一
批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

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扎实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
化发展。到 2027 年，建设 30 所高
品质特色普通高中，新增 30 所省
级示范普通高中，重点培育省级
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示范区 20
个、示范校 60 所。

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完善
学段贯通、适宜融合、优质普惠的
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到 2027 年，

特殊教育学校在 20 万人口以上的
县基本实现全覆盖，融合教育水
平显著提升，符合条件的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
在 97%以上。

探索建立幼儿园招生服务区
制度，努力保障适龄幼儿就近就
便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巩固义
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
招”改革成果，落实以居住证为主
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制度。落
实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
招”、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定向
分配，取消跨区域招生等政策，完
善“一依据、一结合”的中考改革

模式，积极探索综合素质评价在
招生录取中的使用。统筹推进普
通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
相关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加大经费投入，因地制宜探索
建立科学合理、动态调整的学前
教育 成 本 分 担 机 制 。 2024 年 春
季起，按照每生每年 600 元的标
准补助普惠性幼儿园中小班公用
经 费 ，大 班 继 续 执 行 每 生 每 年
1300 元补助标准；各地根据办园
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
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公办园收
费标准，原则上每 3 年至 5 年动态
调整 1 次。

陕西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5
月 20 日，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
物气象服务中心传来消息，近
期我省晴热天气持续，大部地
区仍无降水过程，全省 94%的
县（区）最高气温在 30 摄氏度
以上，37%的县（区）出现 35 摄
氏度以上高温，全省 26%的区
域土壤存在轻度缺墒。受高
温影响，最近几天关中部分地
方小麦干热风风险较高。

当 前 ，渭 北 、关 中 及 商 洛
小麦处于灌浆至乳熟期，陕南
中西部小麦处于乳熟至完熟
期 ；苹 果 、猕 猴 桃 处 于 幼 果
期。近期关中东部平均气温
已超过小麦灌浆生长适宜温
度，晴热高温叠加土壤轻度缺
墒，易导致小麦灌浆期缩短，
不利于充分灌浆和产量形成；
同时陕北东部、关中大部出现
35 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持续

高温易造成苹果、猕猴桃幼果
发 生 日 灼 ，影 响 果 树 正 常 生
长；高温也会加速土壤和植株
的水分蒸发，抑制作物光合作
用，减少作物干物质积累，影
响处于苗期的春播作物生长
速率。

最近几天，我省关中大部
地区仍以晴热天气为主，相对
湿度较低，有吹风天气过程。
尤其是咸阳南部局地、西安局
地 、渭 南 东 部 干 热 风 风 险 较
高，需注意加强防范。

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
象服务中心建议，关中地区有
灌 溉 条 件 的 麦 田 ，应 及 时 灌

溉，增加冠层湿度，灌水量以
每亩 15 立方米左右为宜，同时
灌水时段选择无风天气进行，
避免大水漫灌。遇高温天气
时，在当天上午 10 时前，采用
微 喷 灌 增 湿 降 温 ，每 亩 喷 水
3.5 立方米至 6 立方米。避免
在中午高温时喷水造成温度
极具下降导致小麦早衰。蜡
熟 期 是 小 麦 收 获 的 最 佳 时
期。成熟田块抓住晴好天气
及时收获晾晒归仓。同时，要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及时防范暴雨、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对夏收和经济林
果产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最近关中部分地方小麦干热风风险较高

需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本报讯 （记 者 赖雅芬）
5 月 20 日 ，省 粮 食 和 储 备 局
联 合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农 发 行
陕西省分行组织召开动员培
训 会 议 ，全 面 安 排 部 署 2024
年全省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
暨 2023 年度省级储备粮管理
考 核 工 作 ，围 绕 重 点 内 容 开
展检查（考核）业务培训。

会 议 强 调 ，各 市（区）各

单 位 要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充 分
发 挥 检 查（考 核）导 向 作 用 ，
着 眼 大 局 开 展“ 业 务 体 检 ”，
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
障“ 三 秦 粮 仓 ”，以 实 际 行 动
践行“两个维护”。要坚持问
题导向，防范风险隐患，坚持
目标导向，完善考核机制，坚
持结果导向，全面加强监管，
敢 于 亮 出 监 管 铁 拳 、持 续 织

密 法 治 铁 网 、坚 决 捍 卫 纪 法
铁 规 ，以 监 管 从 严 推 动 履 责
从 实 ，以 执 法 必 严 推 动 违 法
必究，持续严的信号、保持严
的 基 调 ，切 实 提 升 依 法 管 粮
管储质效。

会议要求，要从严抓好检
查（考 核），从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大 局 出 发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完
成 检 查 和 考 核 任 务 ，做 到 自

评 敢 于“ 刀 刃 向 内 ”、检 查 敢
于“ 真 刀 真 枪 ”，要 做 到 发 现
问 题 精 准 到 位 、整 改 落 实 不
打 折 扣 ，确 保 全 省 政 策 性 粮
食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储 存 安 全 。 同 时 ，要 落 实 好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强 化 安 全 教
育，做好安全防护，严格规范
操 作 ，坚 决 杜 绝 安 全 事 故 的
发生。

我省强化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及省级储备粮管理考核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明） 5 月 18 日，省农
业农村厅传来消息，我省目前共有绿色食
品 964 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665 个，地理
标 志 农 产 品 117 个 ，名 特 优 新 产 品 377
个。134 个陕西特色产品纳入全国特质农
品名录，总量居全国第一。

2023 年，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以“四
个最严”为统领，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
实现新突破。全省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
稳定在 98%以上。

2023 年，我省在西安市鄠邑区等 14 个
县（区）组织实施全产业链标准化应用推
广，7 家单位入选国家第一批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命名 2 个
市（西安、宝鸡）、12 个县、120 个基地为省
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陕西省以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为抓手，做优做强县域监管样
板，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达到 65 个，占
涉农县（区）的 62.5%。

134个陕西特色产品

纳入全国特质农品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