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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这农民干活习惯了，闲不住啊，趁
着还没有上冻，赶紧把地翻了，开春早早地
种上洋芋。”12 月 8 日中午，商州区三岔河
镇闫坪村三组詹时军，将棉袄挂在树枝上，
猫腰深耕秋茬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你看这河堤修得多结实，土地和房屋有安
全保障啦。”

今年 68 岁的詹时军逢人就讲今年村子
变化大，不仅仅是河堤修得坚固如磐，水毁

路也在同步拓宽。令詹时军更开心的是，村
上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期间，短短 3 个多月，
他的务工收入就达到 2万元以上。

今年以来，商州区按照《陕西省“十四
五”以工代赈实施方案》文件精神，以“促进
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为目标，多措并举抓实
以工代赈工作，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充分发挥“赈”的作用。

在三岔河镇闫坪村大岔沟，记者看到新
修的河堤像一道铜墙铁壁，牢牢地护卫着沿
线的民房和良田。该村党支部书记赵良良
告诉记者：“项目计划下达总投资为 330 万
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 290 万元，建设内容
为综合治理河道 2.25 公里，新修护岸 1700
米，修建堤顶路 800米。”

加固了河堤，畅通了致富路，提升了

村容村貌，同样的以工代赈项目，让乾佑
村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据商州区大荆
镇乾佑村党支部书记王喜民介绍，乾佑村
一组至四组这条路宽窄不一，过去经常有
车掉进河道里。现在河堤修好后，路面也
拓宽到 6 米，无论人行还是开车，走起来
很舒坦。

“这条沟居住着 260 户 900 多名群众，
沿线有 150 亩土地。原来河堤有些地段还
是土堰，遇到下大雨时，我们晚上熬煎得睡
不着觉，拿个手电筒来回查看。工程实施以
后，我们就能睡安稳觉啦。”王喜民脸上露出
轻松的笑容。

基础设施建设，受益的永远是群众。“修
河堤时，我参与了清理河道和挖树，每天
200 元工资。”乾佑村三组陈文军提起河堤

工程乐得合不拢嘴，“项目部还在我家租住
了 3 个月，给了 2000 元租金。农村的房子
平时没有人租，闲也是闲着，要不是项目建
设，我还没有这笔收入呢。”

据了解，商州区大荆镇乾佑村水毁河堤
修复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工程总投资 260万
元，修筑水毁河堤 917 米。组织 70 多名当
地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 69.78 万元。项
目的实施既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又增
加了群众务工收入。

“在今年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中，我
们积极组织动员当地群众参与，落实劳务
报酬发放总额比例，规范劳务报酬发放方
式。目前，已带动 200 多名群众务工，发
放劳务报酬 140 多万元。”商州区发改局
局长李斌虎说。

以工代赈项目造福山区群众
陕西科技报记者 张 宏 本报记者 李小龙

本报讯 （记者 南 玺）12 月 7 日，我市第十一批科
技特派员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各县区科技管理部门负责
人及第十一批市级科技特派员 100 多人参会。市委常委、
副市长孙举恒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增强科技特派员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充分发挥
科技特派员的专业技术特长，将产业技术服务和创新创业
行动下沉到一线，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把握重点，
充分展现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特色和成效，在深度调研产业
需求的基础上，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力争做到方式方
法有特色、产业服务见成效。要抓好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加
大技术培训力度。要逐步完善科技特派员管理体系和制
度，强化督查考核，将科技特派员考核工作严格执行到位。
要为科技特派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做好各类服务保障，彰
显工作温度。

启动会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刘彬让、冯伯利和省
农村科技开发中心负责人史文青，分别围绕产业融合助力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和创新、科技特派员管
理和服务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

我 市 开 展 第 十 一 批
科 技 特 派 员 培 训

12月5日，洛南县水生生物（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在柏峪寺镇前河村举行。据了解，此次增殖放流活动旨在通过
“以鱼净水、以鱼养水、以鱼调水”的方式，对洛南县洛河渔业资源进行修复，进一步优化洛河水生生物种群结构和改善
水域生态环境。活动当天共放流鲢鱼、鳙鱼、黄颡鱼等鱼苗15.5万尾。 （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黄 涛）12 月 8 日，洛南县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组织 6 家企业，参加“西商融合发展”人社工作进园
区暨商洛学院 2024届毕业生冬季综合类专场校园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由商洛学院、商洛市人社局、西安市人社局主
办，商洛市人才中心、商洛市就业管理局、西安市人才中心、西
安市就业服务中心、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商洛学院就业
指导服务中心协办。据统计，洛南童康儿童医院、洛南县巧手
草编专业合作社、洛南仓颉九年制学校等 6家企业参会，提供
就业岗位 249个，收到简历 88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6人。

洛南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杨华说：“下一步，我们将
以‘人社工作进园区’活动为抓手，依托‘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专项活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
等活动，积极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搭建供需平台，力促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尽快实现就业。”

洛南组团参加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善峰）12 月 7 日，笔者从柞水县
应急管理局获悉，6 月份以来，柞水县针对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燃气等 16 个重点行业
领域，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全县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柞水县在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过程中，通过企
业自查、监管部门执法督查、聘请专家检查等方式，对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燃气、渔业船
舶、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及旅游、特种设备、烟花爆竹、民
爆、电力、校园、医疗卫生等其他行业领域，进行拉网式排
查，对排查出来的一般隐患限时整改，排查出来的重大安全
隐患限时挂牌督办，并及时召开安委办成员会议，转办到相
关行业部门限时整改销号。专项活动中，全县 16个行业领
域执法检查，发现一般安全隐患 354 条、重大安全隐患 25
条，约谈企业 9 家，立案行政处罚企业 4 家，及时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不断夯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
理责任，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

柞水排查整改重大安全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 陶信全 李治军）12 月 1 日，笔

者从商南县乡村振兴局获悉，今年，商南县紧盯关键重点
精准施策，持续防返贫、促增收、强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得
以有效巩固拓展。

商南县完善县、镇、村三级防返贫监测网格，实现镇、
村“防返贫申报窗口”全覆盖；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等重点内容，坚持集中排查、双线排查、常态排查
相结合，及时发现突发困难群众并纳入重点帮扶。截至
目前，商南县累计纳入监测对象 826 户 2672 人，其中，今
年纳入 88 户 294 人；已累计消除风险 421 户 1467 人，剩
余 405户 1205人正在跟踪帮扶中。

同时，商南县积极争取中省财政衔接资金，安排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项目 181 个，已全部开工实施。加
强对易地搬迁群众的后续帮扶，16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
置点社区工厂（就业帮扶基地）稳定在 44 家（个），安置
点党组织和物业服务实现全覆盖，搬迁群众就学、就
医、社保等服务保障到位。以“两改两转三促进”为抓
手，改造户厕 6373 座、公厕 120 座，完成土坯房（石板
房）改造 384 户，着力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新创建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 家，成立产业发展协会 2 家，认证

名特优新产品 1 个，创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1 个，全
县 10 个镇（街道）均成立了新业态公司，牵头推动产业
转型、培育发展新业态，累计建成旅游康养村 33 个、农
村景区 7 个、产业景点 29 个。

商南县新建特色产业基地 71 个，推动食用菌、冷水
鱼、供港蔬菜等全产业链建设，完成食用菌种植 1 亿袋、
木耳栽培 530 万袋，新建猕猴桃标准化基地 500 亩，发展
水产养殖 450 万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健全就业信息
排查机制，建立实名制台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稳定外
出务工就业，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全县公益性岗位安置就
业 5580 人，开展脱贫人口技能培训 404 人，实现脱贫劳
动力就业 25780人。

此外，商南县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十项制度”，全县义
务教育阶段无失学辍学现象发生，贫困学生资助实现“应
助尽助”。慢病签约服务和大病专项救治分别实现“应签
尽签”“应治尽治”。县、镇、村三级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体
系建设实现全覆盖，脱贫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和大病
保险。对认定的 26户农村危房户房屋进行了修缮加固，
23 户危房户实施了新建。改造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6处，确保稳定供水。

商南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根据气候预测，今冬明春影响全市
的冷空气强度整体较弱，大气扩散条件
偏差，冷空气间歇期可能发生静稳天气
和雾霾天气，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温事
件的可能性较大。为科学应对每年频繁
发生的大风、倒春寒、寒潮“速冻”等灾害
性天气，减轻对冬小麦安全越冬返青、油
菜、设施蔬菜、食用菌等农业生产造成影
响，帮助农户科学应对寒潮天气技术措
施如下：

抓好小麦油菜等大田作物管理。及
时疏通“三沟”，提高土壤通透性，提升土
壤温度，增强根系活力，提高耐寒性；同
时施用磷钾肥、农家肥等热性肥料覆盖
茎基部。冰雪灾害来临之前，可叶面喷
施 0.3%磷酸二氢钾+0.3%硝酸钙+1%葡萄
糖混合液或 0.5%氯化钙+1%葡萄糖（也可
用 0.01%芸苔素内酯 2000—3000 倍液或

1%白砂糖）混合液，增强植株抗性，促进
恢复生长。采用“壅土护根”方法，在油
菜田畦沟或植株行间撒施适量的农家
肥，中耕时将土和农家肥培于油菜根部，
既提高地温，又能提供营养，增强植株耐
低温能力。

抓好蔬菜、食用菌等设施农业生产管
理。风雪灾害会对食用菌、蔬菜、草莓等
生产带来毁灭性打击，种植者应及时采
取措施加固简易棚、拱形棚、日光温室等
设施，要提前密闭温室大棚的通风口、门
口，压牢卡簧、拉紧压膜线，防止大风刮
破大棚。老旧设施或跨度较大、骨架已
变形的设施，应支设立柱支撑加固。及
时清除棚面积雪，以防积雪压塌棚室；
棚顶积雪无法清除，存在棚室坍塌风险
时，要及时破膜保棚。冰雪灾害期间，
设施要严格控制室内空气湿度，适度放

风降湿，宜选用烟剂、微粉剂防治低温
高湿病害。尚未加盖双层膜的大棚利
用 2—3 天有利时间加盖薄膜，覆盖保
温被，有条件的地区安装加温设施，保
证棚内温度 5—15℃，维持作物正常生
长，同时减少通风时间，以保持棚内温
度。露地蔬菜在开好“三沟”的同时，覆
膜盖草，保温增温。采收结束的香菇菌
袋暂停补水，其他菇类暂停出菇管理，
加装棚膜，保持棚内温度 0—5℃，维持
菌袋菌丝活力，待温度回升后重新进行
出菇管理。灾害来临前，露地栽培或者
大棚内栽培的蔬菜、大球盖菇、羊肚菌、
黑皮鸡枞等品种及时采收、提前采收，
未出菇的加盖塑料薄膜保温、防冻。严
重受冻的菜田，应在天晴时抓紧翻犁，
待气温回暖后，改种小白菜 、春菜 、生
菜、芥菜、菠菜、茼蒿等速生类蔬菜。

抓好果茶药生产管理。经济林果可
用玉米秸秆等在上风口设置防风屏障，
或喷施防冻剂、石灰等；或在树干周围铺
盖或绑缚草绳、稻草把、高粱秸秆等，在
最寒冷的夜间用烟熏防冻。果茶树木采
取覆盖防冻、培土追肥等措施，灾后要根
据受害程度，及时整枝修剪、改土培肥、
复壮树势、补齐苗木，尽快恢复生产。中
药材田间植株要培土壅蔸防冻，加固设
施搭立支架，刷白树干防冻，灾后及时抢
收抢种，尽早清理生产药园。

（陈绪荣）

应对寒潮“速冻”天气农业生产田间管理技术要点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莉 程鹏）从 10 月 10 日开始，
丹凤县采取多项举措，对全县 1800多名优抚对象进行年度
确认，提高享受定期抚恤补助对象数据的精准化和规范化，
保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发放准确，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
益。截至 11 月 30 日，丹凤县完成优抚对象年度确认工作，
确认率达 100％，提前 1个月完成任务。

丹 凤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下 发 了《关 于 做 好 享 受 抚
恤和生活补助优抚对象年度确认工作的通知》，明确确
定 范 围 、时 间 安 排 、确 认 内 容 、确 认 方 式 和 工 作 要 求 。
在全县通过电话、微信、上门服务等方式，宣传年度确
认 时 间 、地 点 、方 法 、对 象 范 围 等 信 息 ，发 送 手 机 短 信
1000 多条，确保宣传全覆盖、无遗漏。对优抚对象人数
较多的镇（街道），采购 3 部手持移动终端机，利用干部
走访慰问、常态化联系、入户帮扶等方式，用手持终端
机进行年度确认，确保优抚对象的年度确认工作，按时
高标准完成。

丹凤县对行动不便的优抚对象，进行上门确认；对
在异地工作、探亲访友，不便于返丹的进行网上确认；
对县内流动优抚对象实施就地就近确认；同时，利用各
种熟人关系，进行走访、联系，确保优抚对象的数据得
到及时更新。

结合年度确认工作，丹凤县还开展下基层“送政策、送
法规、送服务、送信息”等活动，排查矛盾纠纷，及时掌握优
抚对象具体情况及相关信息，让优抚对象及退役军人享受
到优质、贴心的服务。

丹凤完成优抚对象年度确认工作

12 月 5 日，笔者从山阳县西照
川镇的乡间小路放眼望去，干净整
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房屋、井井有
条的庭院，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
入眼帘。“以前村里到处杂草丛生，
房前屋后的杂物也随意摆放，现在
好了，村里搞人居环境整治，家家户
户都主动打扫起了卫生，环境越来
越 美 了 ，我 们 的 心 情 也 越 来 越 好
了。”村民陈学发对村子的变化看在
眼里，喜在心里。

“环境治理不能只有干部急，一定
要让老百姓参与进来，凝心聚力，才能
成事。”西照川镇党委书记张永锋说。

为 全 面 推 动 人 居 环 境 优 化 提
升，西照川镇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包村领导直接抓
的工作机制，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形
成“党群共治、户户参与”的常态化
治理模式，全体党员干部、公益岗人
员、志愿者和群众齐上阵，掀起人居
环境整治热潮。截至目前，全镇 12
个行政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 140 多
处 、清 理 残 垣 断 壁 60 多 处 、清 理 沟
渠 坑 塘 30 多 处 、拆 除 乱 搭 乱 建 12
处，让村庄彻底告别杂乱无章、杂草
丛生、污水横流的现象。

“我们村以每月主题党日活动和
‘周一周四大扫除’为契机，组织党员
干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党员
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引导群众完
成由旁观者、跟随者到参与者、主导
者的角色转变。同时，将人居环境整
治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相结合，变

突击整治为长效管理，形成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良好局
面。”郑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索凡说。

张永峰说：“下一步，镇上将继续采取有力举措，持续巩固
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坚持不懈推进和美宜居西照川建设，
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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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12月7日，位于商州区板桥镇下湾村的草莓产业示范园
里，村民郝自行正在给进入收获期的草莓打尖。据悉，该村
以抓党建促集体经济发展为思路，流转改良40亩荒地，一期
建成20个草莓示范大棚，吸纳周边闲余劳动力150多人，带动
20户脱贫户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