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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谢 非
通讯员 党 为）柞水县聚焦

提 升 产 业 引 领 力 ，坚 持 聚 企 成
链、集链成势，依托现有产业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
新优势，全力打造产业集群，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 持 传 统 产 业 提 档 换 挡 。
扎 实 推 进 矿 产 冶 金 产 业“ 五
化”转型，支持采用新技术、新
设备，建设绿色矿山 6 个，打造
矿 山 生 态 公 园 2 个 ，发 展 绿 色
循 环 企 业 8 家 、生 态 加 工 企 业
16 家，提高产出效益。支持医
药 产 业 开 展 小 分 子 药 剂 研 发 、
健康养老养生产业培育和市场
拓 展 ，加 快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向 中
高 端 挺 进 。 目 前 ，盘 龙 药 业 与
陕 西 科 技 大 学 联 合 开 发 的“ 冠
状 病 毒 3CL 蛋 白 酶 抑 制 剂 ”项
目 ，取 得 了 全 球 范 围 内 首 批 获
得 授 权 的 抗 冠 状 病 毒 PROT-
ACs 专 利 ，与 陕 西 省 中 研 院 联
合开发的“清瘟护肺颗粒”创新
药已投入市场。

坚 持 优 势 产 业 做 精 做 优 。
坚持全龄人群、全季时间、全域
空 间、全 民 消 费、全 国 市 场“ 五
全”理 念 ，深 入 挖 掘 乡 土 文 化 ，
积极开发旅游产品、旅游商品，
策划包装文旅康养项目 64 个，
创 建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镇 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 个、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10 个，牛
背梁旅游度假区晋升为国家级
旅 游 度 假 区 。 持 续 唱 响“ 秦 岭
闺 秀·康 养 柞 水 ”品 牌 ，高 水 平
建 设 盘 谷 山 庄 、龙 王 沟 、云 山
湖、盘龙医药、梨园康养产业园

五 大 康 养 园 区 ，发 展 三 星 级 以 上 酒 店 7 家 、农 家 乐
430 多 家 ，新 建 成 民 宿 300 院 ，投 入 运 营 中 高 端 民 宿
164 户，康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50 亿元，带动 3200 户
群众户均增收 3 万元。

坚持特色产业提质提效。围绕建设木耳产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强化菌包生产、种植管理、精深加工、新
品研发、市场销售全环节质量把控，发展专业村 65 个、
生产基地 91 个、设施大棚 2770 座，年种植木耳 1.1 亿
袋，带动 4186 户群众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大力延伸木
耳产业链、价值链，打造“秦岭天下”等 7 个子品牌，研发
木耳肽等深加工产品二十二大类 98 种，“柞水木耳”品
牌价值实现 30 亿元，金米村获得陕西唯一黑木耳出口
备案，远销巴基斯坦。以木耳产业为主导，构建产业协
同发展新格局，带动“菌药畜果茶”等“土特产”一体化
发展，建设标准化中药材基地 3 万亩，发展茶叶和烟叶
5970 亩，特色产业效能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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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魏华 姜淼）镇安县青铜关镇探索
建立了“1+5”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绣花功夫实
现基层善治。

一个平台查民情。镇党委在各党支部建立了党心民心
聊天室，分别组建了党小组长、党员中心户、全体群众三级聊
天微信群，由村党支部直接管理，每天安排村党支部委员值
班，分级聊天，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求，真正架起了党心民
心连心桥，使得党心民心无缝对接，实现同频共振。

五到片区解民忧。组织延到片区，全镇共 56个党小组，
联系督促 151 名党员中心户和 318 名片长履职，助推片区发
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协调监督作用；议事议到片区，成立村
民议事会和乡贤理事会，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的协商议事和

乡贤理事会的调解矛盾纠纷作用，可以就近进行民主决策，
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课堂开到片区，举办道德讲堂和乡音课
堂，树立道德楷模、开展道德评议教化群众移风易俗，传承践
行社会美德，到达移风易俗的目标；干警派到片区，每周在固
定的一天对一些涉法涉诉的案件提供上门调解，上门处理服
务，达到就地化解的目的；智网建到片区，利用 1844 管理系
统智慧平台、金融 e 站，提供多元化服务，促进治理精细化，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率和能力。

通过“一个平台查民情，五到片区解民忧”，实现政治、自
治、德治、法治、智治“五治”有力融合，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的全面体提升，有效破解了群众问题逐级上交向本级自治解
决的这一难题。

青铜关镇建立乡村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大力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鼓励扶持企业上市，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培育壮大链主企业，推进技术创新驱动，激发各类企
业创新创业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南县鼓励民营企业引进各类战略投资者，大力推
动企业股份制改造。扶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对企业
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科创板、新三板上市或挂牌的
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8 万元的经费补助；对在陕西股权交易中
心成功挂牌企业给予 5 万元奖励，实现融资的再奖励 2
万元。对完成外贸（进）出口任务的企业，按海关统计
交易额度的 0.7%予以奖励（币种：人民币）。选择一批
专业基础好、创新意识强、发展潜力大的高成长型企
业，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被评为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被评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对被认定为
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产品或新产品的，分别奖励 5 万
元、2 万元。对新获得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
工业企业，奖励 2 万元。制定县级“链主”企业评选、认
定和管理办法，科学设置认定标准，根据企业规模、亩
均效益、行业位次、财政贡献、带动能力、研发实力、成
长潜力等指标，对认定的“链主”企业一次性奖励 50 万
元。支持产业链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改造
提升，对产业链单个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
元的，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进档奖励。

同时，建立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实行“揭榜挂
帅”机制，加快一批“卡脖子”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支持
以骨干企业为主体，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一批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产业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每条产
业链至少建成 1个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对创建为国家级、
省级、市级研发（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的，分别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和 5 万元。抢抓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机
遇，鼓励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在西安及国内创新资源富集
地区建设科创中心，利用异地创新要素实现“飞地可研”。

商南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小飞）
“坚决靠前调度指挥，严禁官僚主
义”“坚决履行岗位职责，严禁擅
离职守……”近日，丹凤县纪委监
委出台防汛救灾“八坚决”“八严
禁”纪律要求，进一步严明防汛救
灾工作纪律。

面对当前防汛严峻形势，丹
凤县纪委监委及时下发《关于进
一步严明防汛救灾工作纪律的通
知》，对全县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提出防汛救灾“八坚决”“八严禁”
纪律要求，进一步扛牢各级各部
门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决贯彻
落实省、市防汛救灾工作部署要
求，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隐患排查
到位、预警监测到位、“人盯人”防
抢撤到位、物资储备到位、值班值
守到位“六个到位”。各级各部门
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做好地灾隐
患点、滑坡体、水库、尾矿库等重
点区域巡查工作，储备防汛应急
物资，严密关注雨水情变化，严格
落实“人盯人”防抢撤工作机制，
坚守防汛岗位，落实 24 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坚决服从县委、县政府
和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调
度和命令，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
灾措施，确保全县安全度汛。

“你们单位今天防汛带班领
导和值班人员是谁？”“村上有几
个滑坡点，有几户几人需要撤离
人员？”“对于气象部门发布的极
端天气预警信息，有没有应对预
案和措施？”“防汛抢险物资储备
咋样，是否能正常使用？”连日来，
县纪委监委督查组深入各镇（街
道）、村（社区）、县直相关部门检
查防汛工作。

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
监督”职能定位，成立 4 个督查
组，深入 10 个县防指成员单位，12 个镇办 102 个村（社
区），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现场询问等方式，重点对
防汛救灾“八坚决”“八严禁”纪律要求落实、应急物资储
备、隐患排查、在岗值守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现场反馈发
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按照“督查、反馈、整改、回头看”
闭环机制，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对防汛救灾思想不重
视、责任落实不到位、脱岗离岗等问题，从严从快追责问
责，第一时间通报曝光。目前，共开展防汛救灾监督检查
9 轮次，下发通报 3 期，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40 多个，对
23个单位全县通报批评，实施“第一种形态”3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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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 森 罗晨曦）
为进一步规范营销管理工作，提高营销工作
质量和服务水平，近日，国网山阳县供电公
司紧扣“标准化、精益化、数字化”县公司建
设，组织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营业普查工
作，旨在推动营销服务转型升级，以服务民
生和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持续规
范营销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营销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促进公司经济效益全面提升。

针对营业管理各类突出问题，本次营业
普查抽调用电检查班和供电所骨干人员组
成专班，将营业管理、线损管理、计量管理、
供电服务和质量管理、零度户检查、居民大
电量用户检查以及营商环境七个方面列为

重点普查内容。围绕营业普查工作各个环
节，以《供电营业规则》为普查依据，通过
SG186 工程营销系统、电能量采集系统进行
在线核查，认真检查用户档案、电价执行、电
费收取、计量采集情况，并对连续一年内零
电量用户、居民大电量用户、电量突增用户
进行重点检查；了解用户用电情况，对查出
问题及时清理用户档案信息，梳理问题出现
的原因，规范营销系统管理。

“您好，今天我们来开展营销普查，主要
是核对下您家的用户表号、个人信息和联系
方式与系统是不是一致的，顺便看看您还有
没有其他用电需求一并解决。”该公司用电
检查班长罗晨曦每次对用户检查前都会告

知检查内容和目的。此次普查开展到基层
供电所，检查人员深入到沿街商铺、厂矿企
事业单位、田间地头。

自工作开展以来，该公司依托“网上国
网”APP，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方
式，按照普查步骤，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逐项
核对现场实际用电情况，填写普查表格内
容，并将现场情况拍照留存，确保用户用电
信息准确无误。对普查发现的客户信息不
全、计量信息异常等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
书，并将每天检查问题汇总建档，确保整改
见效。遵循“边普查、边治理、边规范”的工
作原则，对用户基础档案和管理情况及时进
行档案维护、核准、补全相关信息。同时，在

普查的过程中及时掌握用户的用电需求，帮
助用户消除用电顾虑；积极宣传“网上国网
APP”，告知用户如何绑定自己的用户号，查
询自己的电费及操作缴费，提升用户的用电
获得感和满意度。

通过此次营业普查专项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营销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完成全年营销
指标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下一步，该公司
将继续结合用电检查工作做好营销普查，紧
盯用户用电存在的需求，开展用电安全指
导，宣传企业惠企利民政策，协助解决用电
难题，加快构建营销服务体系，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全面提升服务满意度，为提升服务
水平注入更强势能。

山阳供电公司多措并举提升营销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 毕波波）今 年 以
来，洛南县坚持“夯基础、抓落实、提质量、
促增收”工作思路，扎实推进烟叶各项工
作，巩固提升管理执行力，推动烤烟产业高
质量发展。

持续稳定产业规模。通过召开培训会、
烟农座谈会，积极宣讲烟叶收购价格上涨、
设施配套等惠农政策，大力发展新烟区、新
烟农。目前，全县共种植烤烟 7 万亩，其中
千亩村 17 个，发展万担镇 8 个，累计培育
25—50 亩职业烟农 1562 户；50—100 亩家
庭农场 157 户；100 亩以上新型种植主体 21
户，三大新型种植主体种植面积 5.5 万亩，占
比 90%，同比提高 10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用好用活土地集
中流转补贴政策，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新建

城关街道野里社区、七岔口村、石坡镇新华
村等 5 个土地集中流转示范村，流转土地
5464亩，流转土地种植烤烟 4374亩、粮食作
物 1090 亩，为持续稳定产业规模创造了有
利条件。积极探索烟粮套种新模式，提高土
地产出率，有力推动烟粮融合发展，保障了
粮食安全。

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改造新烟田 993
亩、建设农机农艺融合千亩示范区 2 个，承
办全市烟叶机械化移栽现场会；开展“宽
窄行”种植、不同垄沟比、液态地膜、大苗
移栽等宜机化农艺试验示范 4 项，推进农
艺宜机化再造；建设农机 4S 店 1 个，开展
农机操作手培训 500 多人次，初步实现育
苗、起垄、覆膜、移栽、中耕、培土全程机械
化作业，推动了农艺、农机、农田、农服“四

位一体”融合发展。
基 础 设 施 加 快 建 设 。 争 取 行 业 投 资

3233.28 万元，配套烟水、烟路、烟炉、农机
等项目 1615 个，建设机耕路 17 公里、水池
17 座、生物质烤房 285 座，发放外置颗粒燃
烧机 200 台、烟夹 500 套、农机 228 台，有效
改 善 烟 区 生 产 条 件 ，减 轻 了 烟 农 劳 动 强
度。争取政府衔接资金 600 万元，建设生
物质烤房 150 座，年度累计建设烤房 435
座，是近年来烤房建设力度最大的一年，有
效破解烤房短缺难题。

绿色生产落实有力。加快 8000 亩烟
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建设，开展品种区
试 2 项、栽培试验 18 项，试验面积 287 亩，
陕西省育种、品种、种子振兴三个基地烟
株长势良好。增施高碳基修复肥 1200 吨、

有机肥 840 吨、生物农药 2.5 吨，推广蚜茧
蜂防治蚜虫 12.2 万亩，烟叶绿色化生产落
地见效。

基础管理持续深化。积极做好育苗管
理，有效抵御强降温冻害天气，为合作社创
收 407 万元；按时限完成移栽任务，加强烟
叶大田科管，下部烟叶结构优化效果明显；
联合气象部门加强防灾减灾联合值班，增强
应对灾害能力，全县烟叶生产整体水平有效
提升，切实助力产业振兴。

日前，经逐村逐户称重估产，预测今年
全县烟叶产量 875 万公斤，预计收入 2.6 亿
元、上缴烟叶税 5720 万元等目标任务有望
顺利实现。截至 8 月 10 日，全县装炉 5122
炉、在烤 1941 炉、出炉 3181 炉，烤出烟叶
100万公斤，估算价值 3000万元。

稳定规模 融合升级 深化管理

洛南推进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

8月18日，在丹凤县铁峪铺镇寺底铺村食用菌大棚
内，群众正在采摘鲜蘑菇。该村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年
种植蘑菇5.2万袋，年收入20多万元，20多人实现就业。

（本报记者 贾书章 摄）

近日，山阳县银花镇手工挂面产业联合党总支揭牌。银花镇向1家挂面产业公司、2个合作社选派党建指导员，把党组织
建在产业链条上，推动形成“党建引领、示范带动”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 张 英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溢）近日，商南县赵川镇积极迎战
本轮强降雨，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赵川镇全力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镇主要领导及工作人
员在汛前再次对防汛物资进行全面盘点，沙袋、雨衣、铁锹等防
汛基础物资足额配备，并做到及时更新，有效补充。全镇22支
应急救援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随时待命，确保险情发生时救
援队伍能够第一时间调得出、用得上。镇村干部24小时待命，

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及时传达汛情风险，定时报送雨
情险情，全力保障信息畅通。科级领导和驻村干部下沉一线，
靠前指挥，到包联村开展防汛宣传、隐患排查等工作。对辖区
积水路段、危房险房、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进行拉
网式再排查，对积水路段等危险点设立警示牌。迅速启动对地
质灾害点隐患户、危旧房户、尾矿库等危险区人群及独居老人
的转移撤离工作，做到应撤尽撤、不落一户。

赵 川 镇 积 极 迎 战 强 降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