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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上周，我们迎来了立秋
节 气 ，早 晚 有 了 丝 丝 凉
意 。 本 周 ，不 再 是 晴 天 贯
穿始终，也不再是雨水“一
下到底”，而是晴雨天气轮
番“ 上 岗 ”。 虽 然 也 有 高
温，但在雨水“助力”下，总
体天气不错。

具体预报为，12 日，全
省晴天间多云，榆林北部局
地、秦巴山区局地有分散性
小雨或阵雨。关中平原东
部、陕南东部部分有 35 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
日，陕北、关中西部晴转多
云，关中东部、陕南晴天间

多云，陕北西部局地、秦巴
山区局地有分散性小雨或
阵雨。关中东部部分、陕南
东部局地有 35 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天气。14 日，全省多
云转阴天，关中西部局地和
陕南西部局地有阵雨或雷
阵雨。关中东部局地、陕南
汉江河谷地区有 35 摄氏度
的高温天气。15 日，全省阴
天，陕北南部、关中大部和
陕南西部有小雨，其中关中
西部局地、陕南西部局地有

大雨。16 日，全省阴天有小
到中雨。17 日，全省多云间
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
雷阵雨。

眼 下 正 是 玉 米 产 量 形
成的关键期，田间管理至关
重要，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
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
师李红梅称，要加强水分、
养分、病虫害防治等，确保
秋玉米丰产丰收。

水分管理方面，要注意
防旱排涝。玉米花粒期是需

水高峰期，缺水会影响籽粒
灌 浆 和 形 成 ，导 致 产 量 降
低。因此，遇旱时要及时灌
溉；玉米生长后期，根系活
力 逐 渐 减 退 ，耐 涝 程 度 减
弱。在暴雨或连阴雨天气
时，要立即排涝。排涝后可
进行中耕，破除土壤板结，
增强土壤通气性，延长根系
活力。

养分管理管理方面，在
穗期追肥量不足、后期有脱
肥现象时，要追施花粒肥，

以促进玉米粒饱满、增加粒
重和提高产量。追肥可通
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等
叶面肥进行，同时可结合病
虫害防治进行。

病虫害防治方面，要密
切监测顶腐病、褐斑病、玉
米螟、棉铃虫等病虫害发生
情况，及时制定防治方案，
并遵循预防为主、防治为辅
的原则。防治病虫害时，可
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
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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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 者 张恒） 8 月 6
日，我省召开 2024 年农民丰收节工
作部署视频会，会议传达了全国农
民丰收节部署会精神，介绍了今年
农民丰收节筹备情况。

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
周年，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之年，办好农民丰收节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要全力支撑配合好国家层

面的各项活动，通过省级主场活动示
范引领，凝聚农民丰收节组委会各成
员单位合力，确保组织实施工作高效
推进。要引导庆祝活动进一步下沉到
县乡村，以更加鲜明的重农导向、更加
广泛的社会参与、更加丰富的内容内
涵，推动丰收节化风成俗、深入人心。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用
‘千万工程’、礼赞丰收中国”主题，

以节为媒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要挖掘节日文化内涵，
培育文明乡风，传承好优秀农耕文
化。要持续组织金秋消费季活动，
制定促进农村消费具体举措，活跃
线上线下市场。要严格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严禁铺张
浪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
实做到主题不偏、井然有序。

我省加快部署2024年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8
月 9 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汉中市
围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
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主题，
介绍有关情况。

汉中坚决扛牢“一泓清水
永续北上”政治责任。实施
幸福河湖建设行动，汉江、嘉
陵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
Ⅱ类标准，全市优良水体占
比 100%，2023 年度水质改善
幅 度 居 全 国 第 五 、全 省 第
一。去年以来，实施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 94.1 公顷，创建 2
个国家级和 10 个省级绿色矿
山，7 个县（区）被命名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纵深
推进“气化汉中”建设，空气优
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330 天以
上，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
厘米超过 1 万个。

今 年 上 半 年 ，制 造 业 投
资、社会资本投资、工业投资

分别同比增长 23.1%、24.3%、
23% 。 加 快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
发 展 壮 大 粮 油 、茶 叶 、食 用
菌、中药材等主导产业，构建
起以特色农产品、有机食品、
功能食品等为支撑的绿色有
机食品产业体系，建成全国
最 大 的 杂 交 冬 油 菜 制 种 基
地、西北最大的食用菌和生
猪生产基地。特别是大力发
展非遗特色产业，藤编、羌绣
等非遗产品走出国门、畅销
海外，带动 6 万余户群众年均
增收 1 万元以上。

汉 中 加 快 打 造“ 汉 风 古
韵”的城市名片。坚持城市
规 划“ 一 张 图 ”、建 设“ 一 盘
棋”、治理“一张网”，谋划打
造了一批文化特色街区，改造
老旧小区 781 个，实施城市提
品质补短板项目 267 个，中心
城区新增绿地 52 万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8 平方
米，进一步巩固提升了城市井
然有序成效。去年以来，拓展
本地就业岗位 18.7 万个，城镇
新增就业 6.5 万余人，1.53 万
名高校毕业生在汉就业，扶持
创业实体4856 个。

汉中：建设环境优美

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生态城市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张恒）8月
8 日，西安市农业经济运行及
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农业
农村局对下半年农业经济运
行及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全市农业农村
系统要聚焦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紧紧围绕全年预期目
标，牢牢抓住项目推进、乡村
建设、农村改革等关键环节，
注重特色亮点创新，全面促
进集体和农民“双增收”，坚
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两个底线”，持续
推动农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
完成全年既定目标。

会议强调，下半年要始终
突出“七个聚焦”、全力抓好
七方面重点工作落实。聚焦

“两条底线”抓落实。坚决守
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聚焦考核指标抓
落实，坚持以全年预期目标
完成为核心导向，紧盯农业

农村系统重要指标，做好农
业经济运行分析；聚焦关键
要素抓落实，加快“菜篮子”
产品应急生产体系建设，确
保“菜篮子”产品稳定供应；
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扎实
推 进“ 千 万 工 程 ”重 点 村 建
设，试点开展农村住宅分布
式光伏电站建设，实现乡村
能源结构深刻重塑，同步提
升乡村建设“和美”成色。

同时，要聚焦项目提质抓
落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
项目谋划，理清“三个重大”清
单，确保项目谋精、谋准、谋实、
谋全；聚焦特色亮点抓落实，高
质量打造“西安乡村空间站”和

“西安农业景区”，全面打通乡
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和平急体系转换、城市功能分
解的路径；聚焦专项整治抓落
实，充分认清“群腐”集中整治

“超常规纵深推进”的工作态
势，切实以整治成效促作风提
升、促工作落实、促农业发展。

西安市召开农业经济运行

及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周晴雨穿插 初秋玉米田间管理这样做
本报记者 赖雅芬

今 年 以 来 ，丹 凤 县

竹林关镇结合当地群众

需求，通过对接丹凤县

人社局，在丹水社区举

办技能培训班，扩大群

众就业渠道。图为 8 月

7 日第二期中式烹饪开

班，全镇 50 名剩余劳动

力前来参加培训。

王蒙 摄

过去，消费者购买商品最看重
的是“性价比”，更好的品质、更低的
价格。货比三家，哪里便宜去哪里，
哪个好用买哪个。如今，在满足基本
消费需求的同时，消费者愿意为看上
去并不实用但设计新颖、独具特色、
愉悦自我的商品买单。新消费时代，
既要“性价比”更要“心价比”正在成
为乡村的一种消费新趋势。

所谓“心价比”，是指消费者愿意
为产品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与体验”
支付溢价。对于消费者来说，从购物
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是比购物本
身更重要的事情。可以看出，消费者

选择一件商品，抛开好用、好看等因
素，更倾向于选择强化自我的展现。

从“性价比”到“心价比”的跃迁
是我国乡村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动
力所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
一季度，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
16047 亿元，增长 5.2%，增幅比城镇
高0.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
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乡村消费者
的购买力显著提升。人们不再仅仅
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开始
追求更高品质、更有情感价值的产
品和服务。在追求“性价比”的同
时，人们开始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消
费体验，愿意购买那些品质优良、体
验舒适的产品。其中的“心价比”成
为消费者选择商品时的重要考量因
素。一些具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
的产品往往更受乡村消费者的青

睐。因为，乡村地区拥有独特的文
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能够体现乡村
特色。承载乡村文化的产品和服务
不仅能满足乡村消费者的物质需
求，还能引起情感共鸣，给人们带来
心灵上的满足和愉悦。

为了满足乡村消费者对于“心
价比”的追求，企业需在产品设计、
营销和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深入了
解乡村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推出
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注重
产品品质和创新，不断提升产品附
加值和竞争力；加强品牌建设和文
化营销，通过讲述品牌故事、传递品
牌理念等方式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
接，触动其消费欲望。

从追求便宜耐用、知名可靠到心
灵共振、情绪共鸣……在“心价比”消
费新趋势下，乡村消费市场必将往更
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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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性价比”更要“心价比”
■ 赖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