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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业管理做好农业管理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8 月 15
日，记者了解到，7 月 以 来 ，我 省
各 地 先 后 出 现 多 轮 持 续 降 雨 天
气 过 程 ，导 致 部 分 农 田 积 水 内
涝 ，引 发 作 物 烂 根 、病 虫 害 等 现
象 ，局 地 种 养 设 施 、养 殖 鱼 塘 等

被 冲 毁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经 济 损
失。日前，财政部下达我省农业
防灾减灾资金 4750 万元，支持防
汛 救 灾 。 为 加 快 灾 后 农 业 生 产
恢复，同步安排省级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 5000 万元。

本批次资金中，中央财政农业
防灾减灾与水利救灾资金用于防
汛救灾，支持各地组织对强降雨
引发的农作物、畜牧业、渔业洪涝

灾害展开生产救灾；省级农业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防汛救灾，并对
延安局地、榆林、陕西农垦集团持
续性干旱引发的农作物等旱灾予
以救灾补助。

农作物方面，以在田秋粮为重
点，兼顾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
主要对受旱涝灾害地区灌溉、施
肥、农田抽排水、改种、补种、“一
喷多促”、病虫害防治和设施修复

等恢复生产必要环节予以补助；
畜牧渔业方面，重点用于受灾圈
舍、鱼塘的修复，补栏、补苗、无害
化 处 理 等 恢 复 正 常 生 产 必 要 措
施。资金切块到市级，由市级统
筹用于辖区内农业生产救灾。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要 求 ，各 级 部
门 要 抓 紧 做 好 农 业 生 产 救 灾 工
作 ，结 合 当 地 灾 情 实 际 ，制 定 具
体生产救灾方案，尽快将资金分

解下达，确保资金及时用于农业
生产救灾，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
复 生 产 秩 序 。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资
金管理，规范资金审核、使用等环
节，切实强化资金监管，建立救灾
资金管理台账，按时开展资金使
用情况调度，不得以拨代支，严禁
挤占、挪用救 灾 资 金 ，坚 决 杜 绝
套取骗取、违规发放等违规违纪
行为。

陕西9750万元资金用于农业防灾减灾与生产救灾

连日来，大荔县朝

邑镇对电路、水渠、道

路 、农 作 物 等 受 灾 情

况 全 面 核 查 ，加 快 道

路 、农 田 的 排 涝 清 淤

力 度 。 目 前 ，全 镇 近

千 余 名 党 员 干 部 、志

愿 者 投 入 救 灾 工 作

中 ，对 排 涝 沟 渠 进 行

清淤 、清障 、疏浚，调

配 32 台抽水泵对农田

积水进行 24 小时不停

机 强 排 ，切 实 保 障 农

田、农户的生命财产安

全。图为 8 月 16 日该

镇王谦村清淤现场。

通讯员 李世居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羽佳）
8 月 14 日，记者从省慈善协
会 了 解 到 ，为 了 解 决 陕 南
山 区 群 众 出 行 难 、山 货 销
售难等困难，从 1997 年至
今，全省修建钢丝吊桥、平
板桥、石孔桥、水泥桥等各
种慈安便民桥 7835 座，惠
及群众 388 万人。慈安便
民 桥 也 被 群 众 称 为 连 心
桥、爱心桥、致富桥。

为推动实施慈安便民
桥项目，省慈善协会广开筹
资渠道，会同全省各市县慈
善 会 募 集 善 款 10.165 亿
元。其中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以及地方政府、群众筹集
资金 6.32 亿元，省财政厅支
持资金 3.845 亿元。同时，
省慈善协会以慈善募集、财
政支持的模式开展了大规
模的慈安便民桥项目建设，
许多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

慷慨解囊捐建慈安便民桥，
政府支持建造慈安便民桥
4000 多座。

为使项目实施工作规
范化，省慈善协会制定了慈
安便民桥项目实施办法，并
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完
善，每年初下达计划明确分
工 ；严 格 按 照 计 划 落 实 资
金，不留缺口；实地查看确
定桥址，签订项目实施协议
书；建成后逐桥检查验收，
建立项目建设档案及慈安
便民桥项目数据库。

如今，慈安便民桥成为
陕 西 慈 善 品 牌 项 目 ，荣 获

“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省慈善协会会长吴前进表
示，目前，慈安便民桥在山
区的需求量还很大。全省
慈善组织将继续做好此品
牌项目，为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我省7835座慈安便民桥
惠及388万人

本报讯（曹丹妮） 8 月
15 日，第二届西部氢能博
览会在榆林市举办。

本 次 博 览 会 围 绕“ 新
质引领·氢启未来”主题，
依托陕西氢能产业发展实
践 ，广 邀 院 士 专 家 、企 业
家，携手探讨氢能产业政
策、技术及发展趋势，努力

搭建西部高水平、深层次
的 氢 能 产 业 交 流 合 作 平
台，为国家加快新型能源
体系建设、推进能源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届博览会采用“1＋
1＋3＋N”模式，即 1 场开
幕 大 会 ，1 场 氢 能 技 术 创
新 和 产 业 应 用 展 览 会 ，

“3”指西部氢能创新大赛
（决赛）、榆林市氢能产业
招 商 推 介 会 、产 业 调 研 ，

“N”指 氢 能 技 术 交 流 会 ，
氢能技术、产品、政策发布
活动，以及相关机构组织、
合作伙伴等举办的同期活
动等。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签

约仪式，咸阳市人民政府、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
银行榆林市分行、陕西氢
能公司、北京开云能源等
政 府 单 位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金 融 企 业 、涉 氢 新 能
源 企 业 等 进 行 了 项 目 签
约 ，签 约 项 目 27 个、总 投
资 120.1 亿元。

第二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在榆林开幕

本报讯（记者 崔福红）
8 月 16 日，省医保局组织召
开全省医保赋能医疗机构
高质量发展工作会。会议
全面解读了省医保局近期印
发的《关于医保赋能医疗机
构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

会议要求，全省医保部
门要全力投身系统改革、整
体改革、协同改革，重点提
出“六赋能”，即信息系统赋
能、结算清算赋能、支付改
革赋能、药耗集采赋能、价
格 调 整 赋 能 、基 金 监 管 赋

能，不断为医药机构高质量
发展赋能助力。医疗机构
要 主 动 拥 抱 改 革 、适 应 改
革，切实担负起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的重任。零售
药店要强化内部管理、规范
落实政策、依法经营，为群众
提供优质便捷的用药选择。

会议强调，医保医疗医
药都要围绕人民健康服务，
以促进“三医”价值协同、利
益协同、行动协同为目标，
推动改革走深，凝心聚力，
共同推进健康陕西建设。

省医保局

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用药选择

本报讯（记者 邵林喜）
8 月 16 日，陕西省残疾人康
复服务协会第二届康复科
学学术大会在西安隆重举
办 。 大 会 以“ 科 技 赋 能 技
术变革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围绕康复医学
各 个 领 域 难 点 和 热 点 问
题 ，邀 请 康 复 医 学 界 知 名
专家开展专题讲座，旨在搭
建共探新知、共享经验、共
话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 次 学 术 大 会 设 1 个
主旨学术研讨及 5 个专题

培 训 班 ，召 开 了 陕 西 省 残
疾人康复服务协会第一届
三 次 理 事 会 、陕 西 省 残 疾
人康复服务协会儿童康复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学术年会。

本次学术大会紧紧围
绕 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需 要 ，
以 先 进 的 康 复 理 念 、创 新
的 技 术 方 法 、成 熟 的 实 践
经验拓宽了与会人员的视
野，夯实了理论基础，加快
推动我省残疾人康复事业
高质量发展。

省残疾人康复服务协会

举办第二届康复科学学术大会
8 月上旬以来，全省日

照适中，气温偏高，各地出
现不同程度降水。在降水
影响下，全省大部墒情适
宜，各地应因地制宜抓好
各项田间管理。

本 周 具 体 预 报 为 ，19
日，全省多云。陕北大部、
关中北部和东部、陕南部
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20
日，全省多云，陕北大部、
关中部分、陕南部分地方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关中东部局地、陕南平原
部 分 地 方 有 35 摄 氏 度 以

上的高温天气。21 日，全
省多云间晴天。陕北部分
地方、关中部分地方和陕
南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
阵雨。关中东部局地、安
康 局 地 有 35 摄 氏 度 的 高
温天气。22 日，陕北晴天
间多云，关中、陕南多云间
阴天，关中部分地方、陕南
大 部 地 方 有 阵 雨 或 雷 阵
雨。关中东部、陕南东部
局 地 有 35 摄 氏 度 以 上 的
高温天气。23 日，全省多
云间晴天，部分地方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关中

东部、汉中局地和安康局
地 35 摄 氏 度 以 上 的 高 温
天气。24 日，全省多云间
阴天，陕北部分地方、关中
南部局地、陕南东部有阵
雨或雷阵雨。25 日，全省
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
陕北南部局地、关中北部
局地有中到大雨。

当前，关中北部和陕南
春玉米处于灌浆至乳熟期、
陕北处于开花吐丝期，夏玉
米处于抽穗期，马铃薯处于
开花至块茎膨大期，秋收作
物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
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
护工作站建议，各地因地因
墒抓好各项田间管理。

适墒追肥。结合灌水
或雨后墒情适宜时，追肥 1

次至2次，每次亩施氮肥7.5
公斤至 10 公斤，对于脱肥
或泡水、过水地块应及时追
补养分，氮钾肥搭配施用；
结合玉米“一喷多促”措施，
可加施 1.0%尿素和 0.2%的
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满足养
分需求，提高千粒重。

另 外 ，适 当 采 取 中 耕
培土措施，改善土壤通透
性，促进根系发育，增强玉
米抗倒伏能力。同时加强
灾 害 性 天 气 防 范 。 对 陕
北、关中北部等强降雨地
区，由于土壤含水量过多，
低洼农田渍涝风险较高，
不利于作物生长，因此要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
天气预警信息，及时做好
相关防护措施。

全省大部墒情适宜 因地制宜抓好当前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赖雅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