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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温振友）6月10日，
副市长刘伟带领市科技、发改、财政、工信、
卫健等部门负责同志赴省科技厅对接厅市
联动科技重点项目，双方召开座谈会。省
科技厅厅长孙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
副主席、市科技局局长赵绪春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伟对省科技厅长期以来
对商洛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一
直以来，省科技厅与商洛市交流非常频繁、
合作非常密切，特别是去年双方又建立了
厅市会商机制，开创了厅市合作发展的新

局面，也帮助商洛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
步。此次商洛围绕“3+N”产业中的健康医
药策划了厅市联动科技重点项目，希望省
科技厅能给予大力支持。商洛将以此次座
谈会为契机，在新一轮的厅市合作中用好
厅市会商机制，加快项目筹备，全力推进秦
创原建设，不断激发各方面创新活力，加快
整合科技资源，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

孙科表示，商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科技工作，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的基石，“十三五”期间，商洛围绕科
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工作，尤其是自秦创原建设启动以来，创新
实力明显提升，科技创新工作实现了质的
飞跃，省科技厅将继续关注和支持商洛发
展，全力支持商洛围绕健康医药产业启动
厅市联动科技重点项目。他表示，商洛要
借力秦创原建设，引进西安优势科创资源，
推进产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
团人才作用，助力商洛乡村振兴。要全力
推动商洛国家级高新区创建，打造商洛创

新驱动新引擎。
会后，刘伟一行前往位于沣东新城的

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查看我市飞地孵
化器的建设情况，并对飞地孵化器的建设
给予了肯定。他强调，飞地孵化器建设是
探索我市“飞地创新、离岸孵化、回迁发展”
新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要抓住龙头企业
入驻这个关键，突出产业特色和创新亮点，
建好用好飞地孵化器。要克服困难加快飞
地孵化器建设进度，保质按期完成飞地孵
化器建设，推动企业全面入驻。

我市和省科技厅将启动厅市联动科技合作重点项目

近日，走进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

村木耳种植基地，圆柱状的菌棒成行摆

满田间，一朵朵黑木耳从菌袋小孔中探

出头来，农户娴熟地采摘着木耳。

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带动脱贫户

致富，今年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村流

转土地 14 亩，投资 25 万元建成 10 万袋

地栽木耳种植基地，采取“基地+个人承

包+农民工作”的运营模式，将农户融入

产业链，让他们通过基地务工赚薪金、流

转土地收租金，实现稳定增收。该基地

今年预计产出黑木耳5000公斤，村集体

纯收入 10 万元。（本报通讯员 甘洁

颖 寻卫卫 摄影报道）

朵朵黑木耳 绽放“致富花”

“自从去年我参加电焊工培训后在
苏州就业，每月多挣 3000 元工资。今
年 5 月底，我又请假回家参加叉车司机
培 训 ，多 一 门 技 术 就 多 一 份 生 活 保
障。”6 月 10 日，刚参加完叉车驾驶考
试的焦阳神采飞扬，提起免费培训他有
说不完的话。

今年 48 岁的焦阳，是山阳县下岗职
工。21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因所在企业
倒闭，自己又没有技术，一直在外打零
工支撑着一家四口的日常开销。2021
年 5 月，焦阳在山阳县华旗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参加电焊工培训，取得证书后在
苏州找到工作，每月能拿到八九千元工
资。时隔一年，他又请假返乡，参加叉
车技能培训。

近年来，山阳县坚持把技能培训作
为造福群众的普惠性民生工程和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来抓，通
过举办各类专业性强、工资待遇好的技

能培训，不断增强群众就业创业本领，
持续拓宽农民群众就业渠道。技能的
提 升 ，也 促 进 了 劳 动 力 由 传 统 的 苦 力
型、短工型就业向技术型、稳定型就业
转变，就业后站得住、稳得久，既“富了
口袋”，更富了“脑袋”，真正实现了“一
人就业、全家增收”。

家住王阎镇天桥社区的朱国有，也
是受益于技能培训，在家门口实现了就
业增收。

朱 国 有 原 先 在 矿 山 打 工 ，落 下 了
尘肺病，外出打工没人要，守在家里要
生 活 ，他 一 直 在 努 力 经 营 着 四 口 之
家 。 2021 年 8 月 ，朱 国 有 听 说 县 上 组
织 群 众 免 费 培 训 技 能 ，当 即 报 名 参 加
了叉车驾驶学习。“政府为我们免费培
训 ，每 天 还 有 50 元 生 活 补 助 ，今 年 开
春 以 来 ，我 就 在 高 坝 店 镇 和 丰 阳 光 就
业 ，每 月 3000 元 工 资 呢 ！”朱 国 有 说 ，

“要不是国家政策好，医疗条件好，我

根 本 就 活 不 到 今 天 ，更 不 敢 想 还 能 在
家门口就业挣钱。”

好政策带来新变化，以前盲目外出
打工的群众纷纷走进了技能培训学校。

“学校自 2020 年 11 月成立以来，主要围
绕就业前景广阔的电焊工、叉车、挖掘机
司机三个专业技术进行培训，总共开展
培训 13 期，培训学员 500 余人。”华旗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孟留星说。

在政策扶持上，山阳县对脱贫劳动
力县外省内就业按每人 300 元、省外就
业按每人 500 元发放跨县就业一次性
交 通 补 助 ；对 人 力 资 源 公 司 、劳 务 公
司、能人大户、村级就业服务保障站四
类带农务工载体分别给予 200 元、300
元、300 元、100 元一次性奖励补助，激
发了群众就业创业的热情。

落 实 政 策 促 就 业 ，拓 宽 群 众 致 富
路。山阳县不断出台促进就业创业的利
好政策，加速了组织化劳务输出的步伐。

“我们积极实施‘外出务工平台公
司带、县内就业工厂车间带’稳岗就业
模式，通过全县 12 家人力资源服务公
司、47 家劳务公司、157 名能人大户、村

（社区）就业服务保障站，带动 1.7 万脱
贫人口稳定增收。同时，县上强化帮联
带动，加大奖补力度，认定社区工厂 33
家、就业帮扶基地 87 家，吸纳就业 5089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2346 人、易地搬迁
劳动力 1102 人。”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山阳县人社局
始终以“就业优先、民生为本”为主线，
按照“发展拓岗、培训赋能、输出转移、
公岗兜底、服务稳岗”思路，坚决守住

“稳就业、防返贫”基本底线，全县就业
形 势 呈 现 出 总 体 稳 定 的 良 好 态 势 。
1—5 月，全县劳动力实现就业 18.3 万
人，其中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就业 4.9
万人、有组织劳务输出 11.56 万人。

山阳：落实政策促就业 扩宽群众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本报讯 （通讯员 朱亚鹏 周
琳）今年以来，商州区围绕打造“一都

四区”总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坚持把农业产业发展作为农业
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力促农业稳产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不断
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活力。

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多次深入
调研，指导农业产业发展工作。区上结
合实际，编制农业产业振兴发展规划，明
确“5+5”农业特色产业体系，聚力打造
中药材、食用菌、畜牧养殖等十亿级产业
和核桃、马铃薯五亿级产业以及菊芋、土
蜂等亿级产业，以精准的规划指引全区
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区上落实农业全产业链“六个一”
工作机制，确定中药材、樱桃、食用菌
等八条农业产业链，实行区级领导包
抓 链 条 ，通 过 问 题 、交 办 、落 实 、反 馈
四个环节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培育森
弗 等 省 级 龙 头 企 业 6 家 、润 科 等 市 级
龙头企业 14 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作建设樱桃试验站，带动农业全产
业链发展。

商州全力推进三岔河省级乡村振
兴示范镇建设，打造“农旅樱谷·水美
三岔河”示范镇品牌。投入资金 2230
万元，推进 50 个重点村产业发展。建
设 大 豆 玉 米 带 状 复 合 种 植 示 范 点 31
个 4600 亩 ，带 动 全 区 粮 食 作 物 春 播
28.87 万 亩 。 重 点 推 进 大 荆 万 亩 菊 芋
产业融合示范园等 5 个农业产业园建
设，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和群众增
收致富。

通 过 区 级 引 导 支 持 、镇 村 担 当
作 为 、农 民 主 动 参 与 模 式 ，区 上 形 成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的 强 大 合 力 ，完 成 林
下 套 种 3 万 亩 、连 翘 上 山 建 园 2.8 万
亩 、核 桃 樱 桃 科 管 22.08 万 亩 ，改 良 红 仁 核 桃 1200 亩 ，种
植 菊 芋 4.5 万 亩 、食 用 菌 3500 万 袋 。 推 行 区 级 每 两 周 一
次 现 场 观 摩 、镇 村 随 时 邀 请 观 摩 机 制 ，相 互 学 习 借 鉴 。 同
时 ，区 上 制 定 下 发 任 务 清 单 ，定 期 开 展 督 察 督 办 ，倒 逼 各
项 工 作 落 实 落 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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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樊利仁 刘 毅）今年以来，丹凤县聚
焦“3+3+3”产业体系，围绕重点产业链发展，坚持以“生猪延链、
家禽补链、特色增链、加工强链”为目标，实施专班机构抓落实、
项目建设促引领、防监结合保发展、粪污治理优生态，有力推进
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丹 凤 县 细 化 未 来 5 年 畜 牧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实 施 意 见 ，组
建 工 作 专 班 ，每 周 至 少 深 入 生 产 一 线 检 查 一 次 ，每 月 定 期
召 开 情 况 通 报 分 析 研 判 会 ，对 梳 理 问 题 落 实 方 案 ，限 期 整
改 到 位 。

丹凤县立足家禽产业园项目，建设 10 万只蛋鸡产业园及
铁峪铺东川 200 万只肉鸡基地，预计 9 月底完成养殖设备安
装并投入生产。招商引资陕西鑫惠霖仔猪繁育公司，目前完
成场地平整、道路硬化，正在修建办公用房，年底完成主体建
设；托佩克种猪公司核心场污水处理厂正在施工建设，猪舍
内部管网已铺设到位，年底养殖设施安装到位；龙驹油坊千
头猪场扩建投产，“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场”生猪体
系更趋健全。山水致诚屠宰厂设备正在安装，建成后将实现

“调猪”向“调肉”转变。
此 外 ，丹 凤 县 围 绕“ 保 供 给 、保 安 全 、保 生 态 、防 风 险 ”

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检结合、以监促防、防监联动”，扎
实 开 展 综 合 防 治 措 施 。 截 至 5 月 底 ，全 县 排 查 生 猪 养 殖 场
455 户 4.2 万 头 ，未 发 生 一 例 疑 似 非 洲 猪 瘟 疫 情 ；免 费 接 种
猪 瘟 、禽 流 感 、口 蹄 疫 等 疫 苗 ，做 到 应 免 尽 免 ；采 集 动 物 血
清 1228 份 ，抗 体 检 测 结 果 均 高 于 国 家 、省 70%的 标 准 。 动
物产地检疫出证 758 张，检疫动物 205.18 万头（只）。规模
养 殖 场 无 害 化 处 理 病 死 猪 654 头 ，处 理 河 道 乱 抛 病 死 动 物
事 件 2 起 3 头 ，接 群 众 举 报 没 收 销 毁 农 户 私 宰 病 死 猪 肉 1
头 100 公斤。

围绕畜禽环保反馈问题，丹凤县调查处理蔡川镇金月村、龙
驹 寨 街 办 下 湾 村 、铁 峪 铺 镇 油 坊 村 、庾 岭 镇 花 椒 沟 村 群 众

“12345”平台投诉等，落实专班进行跟踪检查督导，夯实属地管
理及养殖主体责任，坚持预防、惩处相结合，有效整改问题，实现
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丹凤推进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姚阳辉 李 鑫）近
年来，镇安县按照“兜底线、保基本、救急难、促
发展、可持续”的总体思路，聚焦“兜牢基本民
生底线”这一中心，健全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机制，构建分层分类救助
体系，通过下放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等系列
举措，进一步织密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底线，有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县上制定印发了《镇安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和常态化帮扶工作实施方案》和《镇安县城乡低
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依托陕西省社会救助动
态监控系统，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数据库。按照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全面摸底排查困难群
众，截至 5 月底，全县共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9306 户 22147 人，其中城市 625 户 1439 人、农村
8681户 20708人。

镇 安 县 低 保 边 缘 家 庭 认 定 工 作 完 成 和 低
收 入 人 口 数 据 库 建 立 后 ，及 时 将 脱 贫 攻 坚 期
间“ 单 人 保 ”政 策 调 整 为 低 收 入 家 庭 中 的 重
病 、重 残“ 单 人 保 ”政 策 ，保 持 了 政 策 的 连 续
性 和 稳 定 性 。 充 分 发 挥 困 难 群 众 基 本 生 活

响 应 机 制 、基 层 主 动 发 现 报 告 机 制 作 用 ，采
取 多 种 方 式 调 查 摸 排 ，分 层 分 类 实 施 社 会 救
助 ，对 符 合 低 保 或 特 困 供 养 条 件 的 困 难 群
众 ，及 时 纳 入 相 应 保 障 范 围 ，对 基 本 生 活 暂
时 陷 入 困 境 的 家 庭 或 个 人 ，及 时 给 予 临 时 生
活 救 助 ，做 到 了 应 保 尽 保 、应 兜 尽 兜 、应 救 尽
救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保 障 城 乡 低 保 、特 困 人
员 、孤 儿 、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等 3.3 万 人 ，实
施 临 时 救 助 9.9 万 人 次 ，救 助 流 浪 乞 讨 人 员
272 人 次 ，通 过 县 级 困 难 群 众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工 作 协 调 机 制 解 决 个 案 问 题 112 件 ，发 放 各
类 救 助 资 金 7625 万 元 。

镇安县聚焦“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效
果实，对象准、保得快”的目标，县民政局将承
担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等救助审核确认权限委托下放镇办实施，低
保 审 核 、特 困 认 定 办 理 时 限 分 别 压 缩 至 20 个
和 15 个 工 作 日 ，救 助 工 作 的 时 效 性 和 可 及 性
不 断 增 强 。 同 时 ，依 托 全 县 156 个 村 级“ 四 支
队伍”，通过线上及时比对、线下实地摸排，走
访排查 1.26 万户次，实现从“人找政策”向“政
策找人”的转变。

兜底线 保基本 救急难 促发展 可持续

镇 安 健 全 救 助 帮 扶 机 制

本报讯 （通讯员 未志娟 焦 娣）“公司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比较大，业绩增长幅度较以往
有所下降，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下一步我们要
更加努力把公司经营好。”柞水明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金磊说道。2020年以来，柞
水县多措并举帮扶企业渡难关，改善民生、稳定
就业，不断加强政策落实工作，大力实施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政策，落实企业失业保险返还和免费
创业培训等相关政策，惠及 88家小微企业。

“政府的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确实好，尤其是疫
情期间，对我们公司的帮助很大，贷款资金也及时
发放到位，现在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正常有序了。”柞
水县三阳矿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感激地说。

保中小企业就是保就业。下梁镇家福乐超市
抓住创业政策的东风，申请 300 万元创业贴息贷
款，使得超市渡过了难关。负责人方贵强说：“感谢
政府对我们小微企业的照顾，贴息贷款政策确确实
实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我们也能够按时足额向30名
员工发放工资，较好地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

该县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按照上级
指示精神，经过认真调研和走访企业，全面掌握了疫情
形势下小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竭力为小微企业纾
困解忧。目前，县就业服务中心已为小微企业、个体商
户发放贷款429笔9895万元，财政贴息721万元，发
放一次性创业补贴160.2万元，返还企业失业保险金
681.7万元，带动1309人就业。创业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为该县的各类企业有效应对
疫情、稳定就业岗位提供了资金保障。”

据了解，柞水县就业服务中心在疫情形势下采
取“线上宣传申贷＋线下考察发放”模式，全方位做好
创业贷款宣传、申贷受理工作，提高了贷款贴息政策

知晓率，减少群众办事跑路次数，为更多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使
政策惠及更多群众。同时，中心与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单位建立联席工作
机制，确保贷款资金及时足额发放，从而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以创业带动
就业，真正让财政货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稳住全县经济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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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在洛南县小麦种植区，来自商洛市气象局的农业气象专
家正在为农户讲解当前气候对夏收夏种的影响，分析农田土壤墒情与
作物生长状况，介绍短期天气变化趋势预测，并提醒农户做好强对流天
气过程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抢收抢种。（本报通讯员 侯 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