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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关注
本报讯 （记者 张维） 8 月 19

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1~7 月 份 全 省 工 业 生 产 运 行 稳
健，固定资产投资稳中加快，消费
市场稳步恢复，经济运行呈现稳
中向好态势。

1~7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7.3%。制造业稳
定增长，重点产品较快增长。1~7
月份，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新
产品生产平稳，其中，城市轨道车
辆 同 比 增 长 49.8% ，太 阳 能 电 池
增 长 47.6% ，新 能 源 汽 车 增 长
15.1% ，集 成 电 路 圆 片 增 长
11.4%。能源产品稳定增长，天然
气增长 9.0%，发电量增长 6.0%。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稳 中 加 快 ，工
业 技 改 投 资 增 长 较 快 。 1~7 月

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较 1~6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
点。民间投资增势较好。1~7 月
份 ，全 省 民 间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7.4%。

消 费 市 场 稳 步 恢 复 ，网 络 消
费 持 续 活 跃 。 1~7 月 份 ，全 省 限
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4.8%。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增长 5.3%，餐饮收入下
降 1.5%。7 月份，全省限额以上

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0.6% 。 基 本 生 活 类 商 品 快 速
增 长 。 1~7 月 份 ，日 用 品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2.0% 。 其 中 ，
中西药品类增长 19.5%，粮油、食
品 类 增 长 6.4% ，烟 酒 类 增 长
5.2% 。 7 月 份 ，日 用 品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1.3% 。 绿 色 、智
能 商 品 需 求 加 快 释 放 。 1~7 月
份，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 长 74.4% ，智 能 手 机 增 长

29.3% ，通 讯 器 材 类 增 长 17.3% ，
照相机类增长 22.5%。网络消费
持 续 活 跃 。 1~7 月 份 ，全 省 通 过
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同比增
长 19.8%，延续 5 月以来的两位数
增长态势，占限上企业消费品零
售额比重为 20.7%。

陕西对外贸易支撑有力，1~7
月份，全省进出口总额 2638.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 。 民 生 支 出
保障有力，存贷总额稳定增加。

前7月陕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本报讯 （记 者 李欣泽）8
月 19 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
悉，日前，陕西 92 个县（市、区）的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2021~2035
年）获省政府批复。

省政府此次批复了商洛市商
州区等 7 个县（区）、安康市汉滨区
等 10 个县（市、区）、汉中市汉台区
等 11 个县（区）、榆林市榆阳区等
12 个县（市、区）、延安市宝塔区等
13 个县（市、区）、渭南市临渭区等
11 个县（市、区）、铜川市王益区等
4 个县（区）、咸阳市秦都区等 12
个县（市、区）、宝鸡市渭滨区等 12
个县（区）的规划。

92 个县（市、区）的规划明确
了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城镇开
发边界和用水总量等高质量发展
的空间底线。

优 化 国 土 空 间 开 发 保 护 格
局。92 个县（市、区）的规划以“三
区三线”为基础，统筹农业、生态、
城镇等功能空间；严格保护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完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重要生态廊道，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实施重点区域
生态修复，系统修复林地、草地、
湿地和水生态环境，强化水土流失
治理；优化城镇发展空间，提升中
心城区能级，完善城镇体系，保障
重点产业发展空间。

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与用
地布局。92 个县（市、区）的规划
统筹布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及
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均衡
配置公共绿地和开敞空间，合理安
排居住用地，推进社区生活圈建
设；严格城市蓝线、绿线、黄线和
紫线管控，统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灾体
系；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加强总体
城市设计指引，强化开发强度管
控；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和利用历
史文化遗产和红色资源；注重风貌
引导，保护传承传统特色乡村风
貌；分区分类优化村庄布局，加强
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有序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我省92县（市、区）

国土空间规划获批

本报讯（记者 黄敏） 8月19
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自
2022 年 9 月陕西省不动产登记电
子证照系统上线以来，截至今年8
月上旬，全省已有 99 个区县实现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颁发，已累
计向省级平台同步归集不动产登
记电子证照约253万本（份）。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包括电
子版《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

登记证明》，是证明权利人享有不
动产权利的有效电子凭证。不动
产登记电子证照与纸质介质的证
书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
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及其他事项
的依据。相比纸质证书，电子证
书具有方便携带、易使用、随时可
验证等优势，解决了纸质证书遗
失等带来的不便，有效降低了不
动产登记交易风险。

我省企业和群众网上查询名
下已经申请签发的不动产登记电
子证照，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办理：一是注册登录“秦务员”
APP，点击首页右上方的“电子证
照”，可申请绑定名下的不动产权
证书；二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访
问“陕西不动产登记”门户网站，
注册登录后选择“信息查询”进入

“电子证照查询”功能。

我省99个区县实现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颁发

近日，岐山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10

多 名 志 愿 者 ，利 用 自

己 所 学 所 长 ，参 与 全

县 5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暑期活动。

正值暑期，岐山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联 合 共 青 团 组 织 等 ，

探 索“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中心（所、站）+乡村

学校少年宫”新模式，

组织 10 多名志愿者帮

助 少 年 宫 开 展 活 动 ，

为孩子们营造健康快

乐的成长氛围。

杨曙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韩小珍） 8 月
19 日，第二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
新闻发布会在宝鸡召开。会议宣
布第二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将于
9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国家级眉县猕
猴桃产业园区举办。

第二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以
“ 让 世 界 共 享 猕 猴 桃 美 味 ”为 主
题，将推出国际猕猴桃品牌企业
展、国内猕猴桃品牌企业展、果园
智能机械展、优质品牌农资展、名
特优农产品展、美食品鉴区等 8 大
展区，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设置

100 多个标（特）装展位。届时，全
国猕猴桃主产市县、品牌企业、产
业链企业及品牌商将广泛参与，全
方位展示国内外猕猴桃新品种、新
技术、精深加工产品、智能机械、
优质农资、农特产品等最新成果，
扩大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影
响力，促进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

据了解，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产
业园区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确定
为中国猕猴桃博览会永久会址，
2023 年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猕猴
桃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猕猴桃博览会

将于9月11日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8 月 18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文化和
旅游厅联合省财政 厅 印 发《2024
年陕西省入境旅游及宣传营销奖
励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奖励
方案》），从入境旅游接待、开拓境
外 客 源 市 场 、目 的 地 旅 游 宣 传 3
个方面，明确了接待人次、业务增
收、旅游宣传、外联参展、新媒体
宣 传、在 线 旅 游 平 台 推 广 6 个 奖
励事项，促进入境旅游加快发展。

《奖励方案》提出，组织接待
境外游客团队来陕住宿 1 晚（含）

以 上 ，按 照 最 高 40 元/人 次 标 准
奖励，对经陕西口岸签证处办理
团 体 签 证 入 境 来 陕 的 ，给 予 130
元/人次奖励；在境外投放宣传陕
西文旅广告奖补广告费用 30%，
参加境外知名旅游展会联系旅游
业务奖补活动费用 50%；在新媒
体平台和在线旅游平台上发布宣
传陕西文旅视频的，按照转发量、
浏 览 量 、订 单 量 等 数 据 进 行 奖
励。同时，《奖励方案》细化了奖
励申报流程，制定了监督检查制
度，确保易申快享、规范奖励。

我省出台2024年入境旅游

及宣传营销奖励措施
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农村

美、产业富，还要缩小城乡差别，
加快把乡村发展短板变为“潜力
板”，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更加美好
的生活。近日，汉阴县、吴起县和
略阳县入选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加上第一批入选的大
荔县、杨凌示范区杨陵区、柞水
县、佛坪县，陕西目前共有 7 个县
（区）成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
区。开展数字乡村试点是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
以数字技术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
切实举措。

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
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

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让农民平等分享城镇化、现代化
的发展成果，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必须
答好的时代答卷。

伴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
数字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困扰
乡村产业发展的难点、堵点正在
被数字技术所破解。种植端的

“智慧大棚”、销售端的电商平
台……数字技术全面嵌入农业农
村各领域，促进了农业生产智能
化、规模化发展，催生出创意农
业、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了乡村产业发展，让更多农
民凭借数字技术兴家立业。

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将
使农民在出行、医疗、教育、养老等
方面更加方便，农民多样化的生活
服务需求更好得到满足。更多乡
村孩子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
源，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远程医
疗惠及乡村，助力提高基层医疗水

平，有效满足农民看病需求。数字
化新技术催生“智慧养老”新模式，
要特别重视数字“适老化”，以满足
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要为老年
人提供定制化、便捷化的数字产品
和服务，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将改变
传统管理体制下治理模式的“碎
片化”和低效率，推动乡村治理向
系统化、高效化、精细化的方向迈
进。应积极探索数字乡村新路
子，因地制宜创建政务服务数字
便民新举措，推动乡村治理现代
化向纵深发展。

科技改变世界，数字点亮生
活。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数
字技术将融入乡村生活的各个方
面，并改变群众日常生活工作的点
点滴滴。数字兴业、数字惠民、数字
治村的深化实施将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推动乡村生活有“智”又有“质”。

让乡村生活有“智”又有“质”
■ 牛乃喜

秦农秦农
论语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