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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5 月 27
日，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安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大地流彩·灵动乡村——陕西乡
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启动仪式暨

“百名艺术家乡村行”活动在安康
市汉阴县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
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兴盛，
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大地流彩·灵动乡村——陕
西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围绕文
化铸魂、文化培根、文化养德、文
化兴业四个方面，组织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粮安

天下”宣传培训、“唐诗里的乡村
陕西”诗歌赛、乡村文化艺术展演
等 9 项活动。艺术家将走村落、越
高山、进田野，感受陕西乡村发展
的时代变迁、记录陕西的山乡巨
变，为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
兴贡献艺术力量。

近年来，我省立足三秦大地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
特色，持续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
明要素有机结合。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将乡村文化建
设与乡村治理有机融合，倡导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提
升乡村文化感召力；要全面细致开

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普查，系统收
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歌谣、民俗
等珍贵资料，全力保护和修复具有
重要历史价值的乡村文化遗产；要
注重运用新技术、新载体，拓展农
业多种功能，发掘乡村多元价值；
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丰富宝藏，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模式，将
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效能，
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现场为入选“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汉阴凤堰稻作
梯田系统、府谷海红果栽培系统进
行授牌，并举行“百名艺术家乡村
行”授旗仪式。

我省启动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系列活动

本报讯 5 月 27 日，公安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发言
人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公安部
稳步推进户籍制度、居住证制
度、身份证异地受理等改革，
取得显著成效。

据介绍，公安部会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推
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
策 ，不 断 降 低 落 户 门 槛 。 目
前，东部地区除个别超特大城
市 ，中 西 部 地 区 除 个 别 省 会

（首府）城市以外，全面放宽放
开了落户限制。2019 年以来，
5000 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
户，2023 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 48.3%。

在健全落实居住证制度方
面，全国各省（区、市）全部出台

居住证实施办法，五年来共发
放居住证 8400 万张，以居住证
为载体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在深化高频户政业务“跨
省通办”方面，全国范围已实现
户口迁移、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和开具户籍类证明“跨省通
办”，稳步扩大新生儿入户“跨
省通办”实施范围。截至今年 4
月底，全国共办理户口迁移“跨
省通办”业务 355 万余笔，办理
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业务
186万余笔；深入落实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
招领三项制度，累计异地换、补
领居民身份证 1.06 亿张，为群
众节省了大量往返办证时间和
经济成本。 （据《农民日报》）

2019年以来5000万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5 月 23 日，洋县 27 个社会组织在槐树关镇张沟村开展合力兴乡村“万社助万
家”专项行动，为群众捐赠价值 2.3 万元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图为洋县一老年
公寓负责人（右）为群众赠送生活用品。 通讯员 张恤民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恒） 5 月
26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文化
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公布了
2023 年全国国内旅游宣传推
广十佳案例、优秀案例名单。

“2023 中国最美油菜花海汉中
旅游文化节”获评 2023 年全国
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发司关于推荐 2023 年国内
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的通
知》要求，经各省级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文化和旅游部有
关直属单位及有关协会推荐，
本着树标杆、立典范的原则，
经 专 家 组 评 选 ，确 定 2023 年
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十佳案例
10 个、优秀案例 34 个。

最美油菜花海汉中旅游文
化节是汉中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品牌节会，
自 2010 年 开 始 ，已 连 续 举 办
15 届，成为汉中享誉全国的一
张名片。

我省一案例获评

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

本报讯（记者 黄敏） 5 月
27 日，记者获悉，近日，省推进

“标准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召开工作座谈会。

会 议 通 报 了“ 标 准 地 ”改
革工作进展情况，认真听取了
基层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和意见建议。与会人
员就基层集中反映的文物考
古评价、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
价、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地震
安全性评价等方面困难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多措
并举推进“标准地”改革工作

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在推进“标准地”

改革过程中要提高政治站位，
着眼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改进
方法，充分发挥“标准地”改革
在提效率、减费用、降门槛方面
的作用，更好助力营商环境优
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要求针对基层集中反映的文
物考古评价、区域空间生态环
境评价、水土保持区域评估、
地震安全性评价等方面困难
问 题 ，省 级 相 关 部 门 认 真 研
究，分类管理，精准施策，于6月
底前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我省积极推进

“标准地”改革工作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5
月27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
日前，我省秦岭巴山地区松材
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
联防联治会议在凤县召开，秦
岭 6 市（西安、宝鸡、渭南、汉
中、安康、商洛）林业局等部门
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

会议指出，各地各林业部
门要继续坚持依法防治，按照
各级政府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林长制
考核要求，逐级分解落实年度
防控任务，全力推动重大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再上新台
阶。

据了解，2023 年全省继续
实现松材线虫病疫区数量、疫
点数量、发生面积和病死松树
数量“四下降”，美国白蛾疫情
实现全省整体拔除，松材线虫
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危
害程度逐年降低，防控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下一步，全省各地各林业
部门要落细落实检疫封锁，防
治天牛、树干注药、飞机喷药、
区域联防“一封四防”综合防控
技术措施，认真做好监测普查，
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完善道路
检疫检查体系，加强涉木企业、
建设工地和检疫检查站监督管
理，做到及时复检；积极推行绩
效承包制，彻底规范除治疫木，
确保良好防治成效。要发挥各
级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
部作用，强化部门协作，落实交
通、电信等相关部门防控责任，
形成防控工作合力。要聚焦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重点预防区、古
松名松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强
化防控措施，全力确保森林资
源安全。

我省加大秦巴地区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5 月 27
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夏收工
作准备充分，夏收夏播进展顺利。

今 年 我 省 夏 粮 面 积 1600 万
亩左右，以冬小麦为主。据农情
调 度 ，目 前 在 田 小 麦 1427 万 亩 ，
夏收时间紧，任务重。省农业农
村 厅 要 求 ，各 地 增 强 责 任 感 、紧
迫 感 、使 命 感 ，把“ 三 夏 ”农 机 化
生产服务工作当作当前农村头等
工作来抓。全力落实落细各项保

障措施，要立足严防“烂场雨”灾
情，提前制定完善“三夏”抢收抢
烘应急处置工作预案，支持配备
移动式烘干机等设施装备；要切
实加强机收组织服务，密切同交
通、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机构的
沟通衔接，坚决打通农机上路通
行、下田作业堵点卡点，确保农机
跨区作业绿色通道畅通、农机作
业 有 序 、油 料 供 应 充 足 ，天 气 预
报、市场供求、应急处置等各项服

务保障到位；要深挖机收减损潜
力，加强技术指导、标准宣教、专
题培训、督促检查，推动按标、按
规作业，加强作业质量监管，推动
粮食大面积提高单产目标有效实
现；要切实抓好“三夏”农机作业
安全，扎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

截至 5 月 28 日，全省累计收获
冬 小 麦 150.59 万 亩 ，占 应 收 面 积
10.66%；冬油菜 230.94 万亩，占应
收面积83.07%。全省累计夏播粮食
226.88 万亩，占预播面积 21.61%。
目前，全省夏收夏播进展顺利，进
度与常年相当。

陕西夏粮“麦”向丰收

本报讯 （记者 吴莎莎） 5 月
27 日，记者从省农业机械化发展
中心获悉，当前，全省各地“三夏”
农机化生产准备工作已就绪。

该中心已发布农机跨区作业
小 视 频 和 致“ 三 夏 ”机 手 的 一 封
信 ，发 放 联 合 收 割 机 、插 秧 机 跨
区作业证 1.4 万张，公布陕西“三
夏 ”机 收 保 障 热 线 电 话 ，调 度 摸

排“三夏”机具准备情况；与中国
农业机械化 协 会 联 合 举 办“ 四 下
基层”农机手技能机械化技术大
型培训活动，召开全国农机作业
指挥调度平台陕西试点 培 训 会 ；
安 排 部 署 农 机 作 业 指 挥 调 度 工
作，印发陕西省玉米大面积单产
提 升 精 量 播 种 机 适 用 机 型 指 引
手册。

调度数据显示：今年全省“三
夏”期间预计投入农机具 120 万台

（套），主要农机具 36.72 万台。其
中，拖拉机 14.14 万 台 、联 合 收 割
机 3.35 万台、脱粒机 2.14 万台、播
种 机 械 5.64 万 台 、各 种 农 用 运 输
机 械 6.25 万 台 。 目 前 ，全 省 已 检
修 农 机 具 19.21 万 台（套），培 训
机手、修理工 3.82 万人。

我省预计投入120万台（套）农机具保障夏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