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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治军 陶信
全）4 月 27 日，乘车顺着平坦的柏油路来
到商南县清油河镇涧场村，眼前的景色让
人心旷神怡：宽阔平静的河水清澈见底，
白墙灰瓦的民房古朴宁静，橙黄色的吊桥
横跨河上，凉亭、口袋公园在河两岸巧妙
布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依山顺势通向翠
绿幽深处……

涧场村充分利用村子的自然、生态、文
化等资源，就地取材，别具匠心地把房、石、
窗、路、亭等打造成精致耐看的小景观，“蝶
变”成游客打卡地。该村是商南县“千万工
程”省级示范村之一。

近年来，商南县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突出规划引领、产业发展、环境提
升等重点，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依

托示范村以点带面，辐射全县所有村建设
和美乡村。

商南县把精心编制村庄规划作为第一
步，立足优势资源，统筹考虑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空间，按照宜居则居、宜业则业、宜
游则游、宜养则养的原则，聘请专家团队，
通过实地踏勘、座谈调研等方式，全面熟悉
和掌握发展基础、地理区位、人文风俗等，
完成各示范村村庄布局规划和村庄规划编
制，为建设和美乡村绘制好蓝图。

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强村的要求，深
入践行“两山”理念，因村制宜，引导支持示
范村大力发展茶叶、猕猴桃、中药材、高山
蔬菜种植，冷水鱼养殖，食用菌栽培等优势
特色产业，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试马镇红
庙村按照“生态茶+”的思路，引进县内重点

茶产业企业，发展高端茶园 4000 亩、改造
老旧茶园 2000 亩，带动 235 户农户通过土
地流转、合作社分红、基地务工等途径，户
均年增收 5000 多元。城关街道捉马沟村
引进一家企业在该村街东组新建了梅花鹿
产业园，采取农、林、牧相结合，种、养、饲于
一体的经营模式，年实现鹿存栏 3000 多
只，年输出优质种公鹿 500 只、母鹿 600
只、仔鹿 1200 只，年产鹿茸 1400 公斤，预
计年产值 2500多万元。

同时，商南县各“千万工程”示范村规范
农户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通过新建污水
处理厂、维护检修人工湿地等方式，处理群
众生活污水；利用中央和省上财政奖补资
金，新建、改造卫生厕所；以深化“干净商南”
创建为载体，全面拆除村内的违法构筑物，

清理乱堆乱放、残垣断壁、农业生产废弃物
等。这些措施让示范村加速迈向“景区化”。

不单单强产业、优环境，商南县还着力
加强“千万工程”示范村的和谐建设，积极
发挥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坚持
实行“一约四会”“四议两公开”“红黑榜”等
制度，用好“道德银行”，常态化开展“好公
婆”“好儿媳”“五美庭院”等评选，引导村民
移风易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倡树文明
乡风。实行法官、警官定期进村、包村干部
定期下访接访、“网格化管理”等制度，以法
治强保障，打牢和谐乡村的群众思想基础。

据了解，商南县今年计划建设“千万工
程”省级示范村 7 个、市级重点村 16 个、县
级重点村 24 个。目前，已有 7 个村通过了
市级初验。

突出规划引领 发展优势产业 提升村庄环境

商南着力打造“千万工程”示范村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献洪）“请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公款吃喝旅游，不乱发钱物，不公车私用……”柞水县
纪委监委以发送廉洁提醒短信的方式，提醒全县党员干部守
好清廉关。

为营造崇廉尚俭的氛围，柞水县纪委监委将教育和监督的
关口前移，早教育、早提醒、早安排、早督促，督促各镇（街道）、
各部门进一步强化党纪学习教育，传达学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

此外，柞水县纪委监委还组建监督检查组，把关键节点作
为监督检查的重点，聚焦公车私用、违规公款吃喝、旅游和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成立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明察暗
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纠“四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筑
牢清廉、文明、安全防线。今年以来，发送廉政短信 5600多条
次。采取“四不两直”和“组组”联合的方式，开展明察暗访 2
轮次，发现问题 8 个，下发交办单、交办函 4 份，已督促相关单
位整改到位。

柞水抓住节点吹廉风

本报讯 （通讯员 史博月）“张某某案未调取入党志
愿书、检讨书未逐页捺印、条规引用不精准……”近日，洛南
县纪委监委案件质量评查过程中，案件审理室干部边翻阅
案件材料，边向身边的镇纪委书记面对面反馈存在的问
题。这是县纪委监委开展案件质量评查，严守案件质量“生
命线”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评析案件查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提升办案
质效，近期，洛南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动。县
纪委监委对案件质量评查工作高度重视，周密安排部署，以发
现问题、督促整改、预防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为目标，切实做好
案件质量评查。评查中，各评查小组对标《案件质量评查标准
及评分细则》，围绕五大方面 19条标准逐案逐项“过堂”评查，
从细微之处“把脉问诊”，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进行梳理
汇总，特别针对共性问题、突出问题等进行仔细分析研究，逐
项对照、逐案评析，建立问题清单，做到“一案一评析”“一案一
清单”，对易发多发问题抓早抓小。下一步，全县纪检监察机
关将以此次案件评查为契机，对照案件质量评查反馈的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举一反三对照整改，提升办案能力。

洛南做实案件评查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一峰 王 鹏）
自“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集中宣传日之
后，市市场监管局为持续加强新时代知识
产权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商标、专利、地理
标志等领域违法行为，将保护知识产权作
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铁拳”行动的重要内
容，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
项执法行动。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突出“守护品牌”和
“守护地理标志促进乡村振兴”两个主题，
围绕助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大民生商

品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突出民生导向，严
厉查处商标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提
高消费品质，增强消费信心，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围绕支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
大外商投资领域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针对
外商投资企业反映较多的恶意抢注商标、
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加强知识产权快速
协同保护，严厉打击侵犯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行为。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加大商标执法力度。着力增强经营主
体创新与竞争能力，严厉打击商标侵权、使

用带有欺骗性商标标志等违法行为，促进
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围绕服务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大地理标志执法力度。聚
焦初级农产品、加工食品、道地药材、传统
手工艺品等，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
行为，维护地理标志声誉和品牌价值，促进
乡村特色产业兴旺。围绕保护知识产权转
化运用，加大商标专利申请及代理的执法
力度。集中力量打击商标专利申请及代理
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商标、专利申请及代
理行为，推动知识产权全链条提质增效。

围绕支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新兴
产业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聚焦产业转型升
级，发挥知识产权执法在促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绿色环
保等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中的作用，为区域
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此次专项行动将通过 12315 平台、电话
热线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收集违法线
索，集中查办一批案件，宣传曝光一批案例，
推动形成一批制度，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守
护知识产权的浓厚氛围。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若阳 通讯员 阮俞凯）2022
年以来，丹凤县蔡川镇走活了挖掘、盘活、链接“三步棋”，推
动乡村传统业态迭代升级，昔日的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走好“挖掘”棋，红色资源迭变为旅游资源。对当地红
色历史进行整理挖掘，修建了会师广场、党史教育基地，复
原了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中原突围北路军司令部旧
址、“德盛堂”红色药铺等红色遗迹，配套修建了游客中心、
停车场等旅游服务设施，整个村庄成为聆听红色故事、传
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剧目的红色旅游“打卡地”。

走好“盘活”棋，闲置资产嬗变为经营资产。及时清点
原留仙坪乡政府撤并搬迁后的“家底”，对原留仙坪中小学
的楼房院落进行改造，建成可同时接待 200 人食宿、培训

的教育培训中心，将原乡政府大楼改造为研学教育场地，
将原供销社翻新改造作为特产展销店，动员群众改造闲置
农房开办农家乐、小吃店、民宿、商店、服装租赁店，沉寂的
老旧房屋被赋予了经营功能。

走 好“ 链 接 ”棋 ，传 统 一 产 演 变 为 三 产 融 合 。 村
集 体 注 册 成 立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围 绕 发 展 旅
游 产 业 ，大 力 培 育 吃 、住 、游 、养 、学 、训 6 类 新 业 态 。
流转土地建起 17 座果蔬采摘大棚，利用边角地建起 1
座 垂 钓 园 ，每 年 吸 引 3 万 多 人 前 来 休 闲 观 光 、农 事 体
验 。 开 办 农 特 产 品 加 工 作 坊 ，开 发 的 杂 粮 面 、核 桃
油 、调 味 料 等 10 多 种 特 色 产 品 被 推 上“832”电 商 平
台，累计销售额达 400 多万元。

蔡 川 镇 推 动 传 统 产 业 优 化 升 级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 岐振平）为进一步提升

广大干部群众的地质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现场救
援能力，山阳县城关街道近日组织自然资源所、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等单位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社区）指导开展
2024 年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各村（社区）干部和辖区
部分群众参加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共分“险情报告”“预案启动”“紧急撤离”
“险情解除”4 个部分，设应急抢险、调查监测、治安保卫、
安置保障、医疗卫生 5 个小组。演练背景预设各村（社
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区域遭受强降雨袭击，引发山体垮塌
或山洪灾害，相关村（社区）群众集中区部分房屋受损，直
接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接到监测员的险情报
告后，各村（社区）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各抢
险救援小组奔赴受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将受灾群众迅
速撤出，帮助群众按预定路线及时撤离到应急避险安全
场所安置，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和群众财产损失，顺利完
成了各项演练任务。

通过应急演练，不仅提高了抢险救援队伍的应急处
置、协同作战的综合能力，还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防灾避
灾意识，达到了演练的预期效果。

山阳城关举办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本报讯 丹凤县以深化“三个年”活
动为契机，以项目“集中审”为基础，持续
在减少项目前期手续申报环节、优化审
批流程上创新改革，推进审批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双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助力项目高质量建设。

推行“四色管理”，为项目精准“导
航”。根据项目类型及需要办理的手续
繁简程度，实施项目手续办理告知“四色
管理”，实行政府投资类红色、黄色一次
性告知清单，社会投资类蓝色、紫色一次
性告知清单，针对每个项目画出手续办
理的全流程图，提前一次性告知，为项目
单位办理手续精准“导航”，让办事人员
更好统筹准备申报材料，压缩申报周期，
提高办事效率。今年已累计发放红色清
单 12件、黄色清单 4件、蓝色清单 21件、
紫色清单 36件，微信推送 15件。

集中审帮代办，助力项目“抢跑”。
建立了集中审帮代办工作机制，每月初
组织县审批、发改、资源、住建、环保、林
业等 6 个要素保障部门集中办公，利用
一周时间，对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省市县重点项目分批开展集中研判、集
中辅导、集中办理手续，加速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今年已开展集中审帮代办
活动 4 批次，提供审前指导 26 次，开展
上门跟踪服务 20 次，为 43 个重点项目
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办结项目开工前必
备手续 175 件。

多项改革发力，助力项目“提速”。
实施“工程建设容缺受理+承诺”并联审批工作机制，梳理完
成 17 个部门 129 类事项 220 个材料实行容缺受理。建立部
门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信息共享互认机制，打造“前台一窗受
理、后台并联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审批模式，落实一个重点项
目、一名包抓领导、一名业务帮办员的“三个一”重点项目手续
督办机制，进一步落实“五减”行动。探索试行施工许可证分
阶段办理，缩短工程项目审批周期，推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全 力 服 务 保 障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助 力 丹 凤 高 质 量 发 展 。

（丹凤县委改革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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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 雷 鸣）4 月 27 日，投资 3200
万元的林麝养殖基地在洛南县四皓街道马河村落成。
陕西林樾兰麝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河村正式签订养
殖合同。

马河村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生态环保，是养殖林
麝的最佳环境，700 只林麝将在四皓街道马河村安家，
成 为 首 个 在 四 皓 街 道 落 户 的 林 麝 养 殖 基 地 。 林 麝 别
名香樟、獐子、香子等，雄性林麝分泌的麝香是名贵的

中药材，也是一种高级香料，由于其市场前景好，价格
高，素有“软黄金”之称。林麝对生存的自然环境极为
挑 剔 ，马 河 村 得 天 独 厚 的 生 态 优 势 ，为 林 麝 养 殖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生 活 条 件 。 马 河 村 林 麝 养 殖 基 地 是 由 陕 西
林樾兰麝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3200 多万元，修建成
高标准养殖圈舍 1000 间，年可养殖林麝 700 只。林麝
养殖不仅给马河村新添优势产业，也拓宽了马河村群
众的致富路。

马河村建成林麝养殖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 夏泽梅 李立彬）4 月 26 日，镇
安县召开小麦“一喷三防”现场推进会，全面启动防病虫
害、防干热风、防倒伏的“一喷三防”工作，增加小麦粒重
和产量，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当前，镇安全县小麦陆续进入扬花灌浆期，是进行病
虫防控确保小麦单产提升的关键窗口期。县上要求，各
镇（街道）小麦种植户（基地）要迅速行动起来，不误农时，
精心组织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切实提高小麦产量水
平。随后，会议现场进行了专业化防治作业示范，并向与
会群众发放高效氯氟氰菊酯、戊唑醇、磷酸二氢钾等药肥
共 440 多袋（瓶），发放小麦中后期防治技术明白纸 150
多份。县农技服务中心的技术专家对小麦“一喷三防”技
术要领、农药安全使用和药械正确操作进行了培训。

目前，镇安县 6.1 万亩小麦从南往北、从低热区到高
寒区依次推进全面科管，已经完成小麦“一喷三防”1.2万
亩，预计 5 月 10 日全面完成。大坪镇庙沟村农户瑚世柱
说：“我在这一片种了 11亩小麦，目前小麦长势良好。这
完全得益于县农技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选配了优
良的小麦品种和现场的技术指导。在小麦扬花灌浆期给
我们又送来了相关的物资和‘一喷三防’技术，我们的小
麦丰收在望。”

镇安小麦“一喷三防”全面展开

4月25日，洛南阳光村镇银行党支部与洛南县烟草
专卖局城关烟站党支部联合开展“抢抓时令助移栽 情
系烟农送服务”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4月28日，山阳县中村镇梅岔村干部带领40多名群众种植猪苓。据了解，猪苓种植是该村主导产业之一，能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张 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