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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关注一周天气

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强信心 稳预期 助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5 月
28 日，省乡村文化旅游研究中心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式揭牌
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乡村
文化旅游的省级研究平台。

据悉，该中心聚集了西农风

景 园 林 艺 术 学 院 、乡 村 振 兴 学
院、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 20 余
名专家，设有 4 个研究室，主要
围绕乡村文旅资源调查与评估、
乡村文旅景观规划与设计、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农文

旅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等开展调
查与对策性应用研究，密切校内
外跨学科跨部门的联系，扎实推
进乡村旅游的实践创新、理论创
新和制度创新，为我省乡村文旅
事业发展作贡献。

国内首个省级乡村文化旅游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王缠卫） 5月28日，
据省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工作推进视频会议信息，近期，我
省陆续出台《陕西省基层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等文件，从人才
培养、引进、培训等方面推出一系
列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的新政策，着力解决基层卫生
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的问题。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省将在
持续为乡镇卫生院免费培养 5 年
制本科医学生的同时，组织实施
面向村卫生室的 3 年制农村订单
定向大专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在人才引进方面，优化调整
为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定向

招聘医学类毕业生工作，根据医
疗卫生机构实际需求结合编制空
缺情况来确定招聘数量，用足编
制资源，将乡镇卫生院应聘人员
学历条件放宽为大专及以上、年
龄条件放宽为 40 周岁（含）以内，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一次性补助安
家费 3 万元，最大限度满足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用人需求。

在人才培训方面，持续做好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来自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报考人员。扎实开展基
层卫生人员的在岗培训，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医、护、药、技和公共
卫生等在岗专业技术人员能力。

我省多项政策红利推进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6 月 1
日，全省“三夏”农机化生产现场
会在西安市长安区举行。

当下，我省大面积小麦机收即
将展开，夏种夏管压茬推进，全面
进入“三夏”大忙时节。现场会指
出，各地要结合实际，集中力量、资
源，全力投入“三夏”抢收抢种。特
别是小麦机收工作，更要利用晴好

天气，抓早动快，防止“风吹雨打一
场空”。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实
时掌握机具作业进度和跨区作业
位置，依托新媒体等及时发布作业
信息，一旦发生灾情，立即启动应
急工作预案，按照“省内跨区作业
市级调度，省外跨区作业省级调
度”原则，做好农机应急支援。保
证天气预报、用油优惠等服务到
位 ，必 要 时 要 送 机 送 油 、维 护 维
修 、送 水 送 饭 ，做 到“ 人 歇 机 不
歇”。要紧盯“收割、运输、晾晒”环
节，加强机收减损监督监测，小麦

种植面积 50 万亩以上的县（区）要
实现监测全覆盖。调动群众机收
减损的积极性主动性，将区域机收
损失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

夏播质量是秋粮大面积单产
提升的基础，是全年粮食生产丰
收的保障。会议要求，引导农机
手和农户“选好机、用好机”；以玉
米增密度提单产为重点，普及玉
米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密植高
产“5335”技术，提高农机手实操
水平，推动良机良艺良法融合；引
领带动玉米“5335”播种机等高性

能播种、管理机械，更多更快地推
广应用到生产一线，提高农机组
织化水平和夏播作业质量。

现场会强调，“三夏”是农机
作业流动的高峰期，也是事故易
发 期 、多 发 期 。 各 地 要 严 把“ 宣
传、监管、责任”三个关口，时刻绷
紧农机安全生产这根弦。组织监
理执法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
地头监督排查，严厉打击无牌行
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与作业无关的
人员进入农忙现场；加强与公安、

应急管理等部门协同协作，有效
管控农机田间作业、道路通行和
农民下地出行安全风险，从源头
遏制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广大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 6 月 1 日，全省累计收获
冬小麦 331.91 万亩，占应收面积
23.49%；冬油菜 244.31 万亩，占应
收 面 积 87.88% 。 累 计 夏 播 粮 食
304.48 万亩，占预播面积 29%。各
地农机调运畅通，夏收夏播进展
顺利，关中小麦主产区陆续成熟，
当日单日收获小麦 69.31 万亩。

确保夏收高效运行 统筹推进夏种夏管

陕西部署“三夏”生产 全力做好抢收抢种

本报讯 （记 者 黄敏） 5 月
28 日，省自然资源厅召开专题会
议，就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城
市地质安全风险防控和避灾搬迁
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会议指出，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安排部署，把省政府专题会
议精神转化为持续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有力行动。

会议强调，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要抓深抓细“发现隐患、监测
隐患、发出预警、果断撤离”地质
灾害防治全链条管理模式，确保
每个关键环节都形成闭环；要坚
持生命至上，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全力打好今年主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攻坚战；要确保年底前完
成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和增
发国债项目实施，着眼长远不断
提升自然资源系统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省自然资源厅

安排部署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近日，在永寿县
的 大 街 小 巷 ，都 会
看到针线艺人出售
各 式 各 样 的 香 包 。
这些五颜六色的香
包 不 仅 香 气 袭 人 ，
还把街道装扮得绚
丽 多 彩 。 图 为 5 月
27 日市民正在选购
香包。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进入六月，天气越来越热，
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各项田
间管理工作不能落下。经历了
上周末两天的凉爽天气后，本周
又将是高温雨水穿插的一周。

具体预报为，3 日，全省多云
转阴天，陕北西部局地、关中西
部、陕南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
雨。陕北部分地方有 4 级左右偏
南风，阵风可达 6 级以上。4 日，
全省阴天间多云，陕北大部、关中
南部、陕南大部有分散性小雨或
阵 雨 。 陕 北 有 4 级 到 5 级 偏 南
风，阵风可达 6 级到 7 级。5 日，
全省阴天间多云，陕北北部部分
地方、陕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
阵雨。6 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
北北部局地、关中南部部分地方
和陕南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
雨。7 日，全省多云间晴天。关
中南部、陕南东部局地有 35 摄氏

度至 37 摄氏度高温天气。8 日，
陕北、关中多云，陕南多云转阴天
大 部 分 地 方 有 阵 雨 或 小 雨 。 9
日，全省多云间阴天。

眼 下 ，茶 园 管 理 进 入 夏 管
期。夏季光、热、水等生长条件
适当，茶树新梢生长旺盛，此时
做好茶园田间管理很重要。省
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
中心高级工程师李红梅建议，要
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茶园耕作：茶行间土壤经过
春茶期不停采摘踩踏已经板结，
通透性差，可结合追施夏肥进行
浅耕除草，疏松表面土层，改良
土壤结构。同时，将土中虫卵、
虫蛹翻到表面暴晒而亡，减少虫
害发生。

茶行覆膜、覆草：夏季茶园覆
膜或铺草可抑制杂草生长，保水、
调节地温，铺草或覆膜时间在6月

上旬，夏季采摘前进行，铺草或覆
膜后及时在所铺的草或膜上压上
小土堆，呈星状分布。

茶园施肥：夏季施肥分别于
6 月上旬、7 月下旬、9 月上旬按
亩施碳酸氢铵或尿素各 30 至 50
公斤。具体方法为，在滴水线处
开 10 至 12 厘米深的沟追施，施
后盖土。在沟施基础上还可通过
叶面追肥进行补充，叶面肥可选
择天达2116、海藻素、海岛素等。

茶树修剪及采摘：春茶采摘
结束后，要及时对茶蓬蓬面进行
一次轻修剪，如鸡爪枝多，需进行
深修剪；如进行重修剪或台刈更
新，宜于采摘结束后立即进行，剪
前必须施肥。对幼龄茶园，以打
顶采、留养为主，嫩采为辅；对成
龄茶园，以采为主；对更新茶园，
以养为主，采养结合，培养树冠。

茶园灌溉与排水：若发生干
旱，应根据土壤墒情及时浇水，以
浇透地下土层30厘米为宜。夏季
降水较多，平地或低洼茶园容易
积水，要及时修好排水沟排出雨
水，以防茶树烂根，形成渍害。

本周有晴有雨 要做好夏季茶园管理
本报记者 赖雅芬

本报讯（记者 黄敏） 5 月 29
日，记者获悉，近日，省司法厅出
台《陕西省司法行政机关助力深
化 营 商 环 境 突 破 年 活 动 实 施 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不断强化
制 度 支 撑 和 法 治 保 障 ，以“ 硬 约
束”打造让经营主体放心经营的

“软环境”。
《方案》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立

法，通过法治赋能助力提升法治
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政府法律
顾问作用，为政府依法决策、依法
推进重大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方案》打造线上线下法律服
务平台、提升涉企公证和司法鉴
定服务质量、优化法律援助便民
措 施 、深 入 推 进“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律企携手同行”专项行动，主动对
接经营主体，以高质量服务保障
高质量发展，保护经营主体和群
众合法权益。

《方案》全面贯彻落实《提升
行 政 执 法 质 量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 年）》，建 立 省 市 县
乡四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
系，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和行
政执法质量考评，推动各级各类
行政执法单位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提高行政执法的公信力和
影响力，护航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省司法厅

法治“硬约束”助力优化营商“软环境”

“三夏”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