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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8 月
14 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发布会，围绕“深化‘三个年’
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新篇章贡献
榆林力量”主题，介绍有关情况。

榆林市以“三个年”活动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总体呈
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1 至 6 月，榆林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 5.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 7.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7.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4.8%。

打 造 公 平 竞 争 的 市 场 环 境 。
榆林市把保市场主体放在首位，
坚持问题导向、市场导向、因地制
宜，制定出台了 54 条帮助企业解
难纾困措施，有力的稳住了经济
大盘。坚持两个发挥，充分发挥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全力构建市场机制有
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
度的体制机制。为了打造好亲商
安商服务环境，榆林出台了优化

营商环境“50+”政策体系。今年
推出红蓝章、大厅之外无审批等
6 项制度，并在全国聘请了 30 位
榆林市营商环境体验官，以问题
为 导 向 ，及 时 提 醒 相 关 领 域 整
改。1 至 6 月，榆林市新增经营主
体 8846 户，增长 2.36%。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目前，榆林市谋划开工建设了新
能源、新油气、新煤矿、新电力、新
化工“五新”项目 199 个。经测算，
到年底，“五新”项目将新增产值
300 多亿元。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全链条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将氢
能与现代煤化工进行耦合；依托

靖边县无人机测试中心等，打造
从研发、制造、测试、培训到物流
的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加快构建
新型能源体系，探索建立以新能
源为主体，以火电等传统能源为
调峰兜底保障，以智慧电网为骨
架，以超长时大规模的储能为支
撑，以充电站、加氢站为网络的新
型能源体系，推动现代煤化工产
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近年来，榆林聚焦打好
水资源保护利用、林草保护、减碳
降耗、固废综合利用、采空沉陷区
治理五大攻坚战，努力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榆林贡献。榆林坚持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编制完成水网规划；推行
东西南北中国土绿化行动，明确今
年秋季为全市 4.7 万亩流沙披上

“绿装”的目标任务。
此外，榆林持续“追”绿，坚持

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当
前在建的和即将开工的固废环保
产业项目共 33 个。今年，榆林将
新增固废综合利用 1600 万吨，为
深入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助
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榆林：深化“三个年”活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闻发布厅

近年来，洋县采取多种

措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努

力 为 残 疾 人 创 造 美 好 的 生

活。图为 8 月 14 日，中核 21

社区颐天养老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给残疾人剪指甲。

通讯员 张恤民 摄

（上接第一版）
树木，一棵一棵增加；绿色，一片一片蔓

延。踏着夏日阳光，漫步在榆林的乡野田
间，苍翠欲滴的樟子松汇聚成绿色方阵，一
眼望不到边。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掩映其
中，农田星罗棋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
色画卷为黄河“几字弯”写下了诗意注脚。

一水安澜

激活沿岸绿色发展新动能

眼下，黄河沿岸草原、山林生机勃勃，
连绵绿意从城镇街巷向乡间阡陌延伸。奔
腾的黄河拍打着河岸，在群山间奏响动听
的旋律。

位于黄河“几字弯”中下游的吴堡县，在这
场攻坚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沿黄
公路骑行、打卡二碛景区、漫步乡间小路……
所到之处，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一览无余。

说起家乡的变化，岔上镇丁家畔村村民
丁宝山有一肚子话：“河还是那条河，但水清
了、山绿了，不光庄稼长得好，挣钱的门路也
越来越多。”丁宝山每天不是在打理山上的十
几亩红枣树，就是在家门口的小菜园忙活。

丁家畔村与黄河一路之隔。随着黄河
沿岸绿起来、美起来，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
山村也变了模样：山上山下草木葱茏，村里
村外干净整洁，农家小院美观亮眼。最让乡
亲们高兴的是，地里的庄稼、山上的红枣年
年都有好收成，加上黄河观光、乡村旅游越
来越火，大伙儿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山上有果园，门口有菜园，日子就不
愁。过几天，我打算叫人把家里的五孔窑
洞装修一下，咱也弄个农家乐。”在黄土地
上 耕 耘 了 半 辈 子 的 丁 宝 山 如 今 也 吃 上 了

“生态饭”。
从丁家畔村驱车 20 多公里就到了吴堡

县城。阳光照耀下，黄河波光粼粼，青山、
古镇、乡村构成一幅优美画卷，这正是黄河

“几字弯”逐绿向美的生动写照。
从昔日植被稀疏、生态环境脆弱的小

山城，变成如今“高山松柏连成片、河流溪
水映青山”的“陕北小江南”，吴堡县处处
展现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打造“沿黄生
态经济示范县”，推进全域植绿增绿；实施

“百村万树”绿色村庄行动，在街头巷尾、
房 前 屋 后 栽 植 经 济 林 果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全力打造黄河西岸绿色廊道，同时围
绕城乡建设、地域文化、特色产业优化布
局，让吴堡这片‘塞上绿洲’宜居、宜业、宜
游，更宜养。”吴堡县林草办相关负责人慕
彦军说。

林丰草茂处、碧波流转间，一个人水和
谐、城乡共美的多功能生态都市圈呼之欲出。

一弯风华

解锁黄土高原的“绿富”密码

从 2000 年到 2023 年，延安市植被覆盖
率 从 46% 跃 升 至 81.3% 。 近 期 ，地 处 黄 河

“几字弯”腹地的宜川县绿意正浓。
在集义镇流湾头村成片的苹果园里，累

累果实挂满枝头。8 月 7 日，65 岁的村民刘
厚福起了个大早，扛上铁锨就上了后山。翻
过一道沟就能看见自家的苹果园。“这些年
光景不一样了。我这十几亩果园产量高、效
益好，每年稳稳当当收入十几万元。”每天
到果园转一圈，刘厚福心里就很踏实。

流湾头村曾经荒山秃岭，风起黄土飞
扬。面对沿村而过的黄河，村民只能“望水
兴叹”。

没有好生态，何来好日子？为了给荒山
披上“绿装”，宜川县将全县划分为西南林
区、北部塬区、黄河沿岸 3 个区域，按照“两
屏一谷一网”思路造林。

当沟沟峁峁由“浅绿”变为“深绿”，宜
川县又将目光投向“生态+产业”的发展路
子，大力发展苹果、花椒、核桃、仁用杏等
经济林，发展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生态旅
游等产业，不断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做加法”。
如今，宜川 30 多万亩苹果和 10 余万亩

核桃、酥梨等在绵绵青山间串联起一条果业
带。沾了生态光、过上好日子的村民又开始
忙活了。在林间养猪、养鸡、养蜂，种瓜果
蔬菜、种油用牡丹……一个个新兴产业让绿
水青山更有“含金量”。

“生态好了，看啥都是美的。”刘厚福在
果园忙完后，把铁锨放在树下，背着手往山
下走去。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落民居若隐
若现。“现在的好日子跟苹果一样甜。”刘厚
福说。

目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正酣。从一
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产业到一个经济圈，
一抹抹跃动的“绿色”正不断蝶变升级。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8 月 15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受低槽和切
变线东移影响，即日起至17日陕西大
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
程，局地有暴雨，降水过程伴有较强
对流，陕北、关中、秦巴山区部分地方
短时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为：16 日，全省阴天间
多云，大部有小雨，陕北中南部、关
中部分地方、汉中西部部分地方有
中雨，延安南部部分地方、关中北部
部分地方有大雨，局地有暴雨。17
日，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陕北东部
局地、关中西部局地、陕南东部局地
有大雨。陕北中北部有 4 级左右偏
南风，局地阵风可达 6 到 7 级。

本 次 降 水 过 程 以 小 到 中 雨 为
主，但对流性较强，局地伴有短时暴
雨、雷雨大风，需重点防范局地短时
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及地
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需关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及局
地短时暴雨天气的影响。关中西部
及北部（宝鸡北部、咸阳北部及南
部、渭南北部）、陕北南部（延安南
部）局地有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山
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

同时，降水过程伴有短时暴雨、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做好防
雷、防风工作。

受降水影响，8 月 19 日至 24 日，
关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高温天
气，持续时间长，需强化能源和用水
调度保供、户外作业防暑、抗旱和防
火等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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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 者 苏怡）8
月 12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陕西财政高度重视基层
中医药事业发展，持续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会同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积极
推动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
划，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

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中医
医疗机构能力提升。2021 年
以来，省财政厅累计下达中医

药传承与发展中央及省级补
助资金 6.3 亿元，有力支持中
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县级中医
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中医
药文化弘扬工程、基层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中
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培训、道地
药材良种繁育示范基地等项
目。截至目前，全省建成中
医优势特色专科 151 个、中医
适宜技术推广中心 49 个、中
医特色康复示范中心及治未
病中心 43 个；通过基层名医
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为 136
名县级中医药专家从县级中

医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选配 269 名继承
人，培养造就一批基层中医药
实用型人才。

强化政策支持，保证基层
中医药服务公平可及。省财
政厅积极督促县区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方面
的投入力度，引导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通过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等方式加强县
乡中医医疗服务协同联动。
同时，省财政厅进一步优化基
层医疗卫生健康人才培养政
策，实施面向村卫生室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县级
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定向招
聘医学类毕业生由本科扩围
至高职（大专）等政策，加快扩
充基层人才队伍。

积极组织部署，争取国家
示 范 项 目 落 地 落 实 。 2023
年，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
精心组织、积极支持铜川市
顺利通过国家竞争性项目评
审，成功入围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筹措
0.6 亿元作为省级配套资金，
推进铜川市国家示范试点项
目实施。

陕西财政大力支持基层中医药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