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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收割忙

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健康提示

陕西省27家企业成为第一批
省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

抒写蒋家关村产业振兴新篇章
“多亏了驻村工作队……”

10月 12日，当余晖映在陕

西省安康市岚皋县蔺河镇蒋家

关村的时候，干完活的六组村民

陶德全正从魔芋地里朝家里

走。他腰上斜挎着一把镰刀，肩

上扛着一把锄头。门口的老母

亲从厨房出来，招呼浑身沾满泥

土的儿子吃饭。陶德全说：“妈，

你吃饭，我先接受采访，天快黑

了，记者还要赶回城里呢。”

陶德全告诉记者，再过几天，

村上的魔芋就要“开秤”，自己种

了70亩，预计能收入7万元。

“疫情下，生产经营困难重

重，今年为何还能取得良好的收

益？”记者问道。

“多亏了驻村工作队，不仅

帮助我贷款解决了生产所需的

流动资金，还免费提供魔芋专用

肥料。”陶德全声音大起来，在山

上干了一天农活，劲还没用完。

制定规划，促进魔芋产
业高质量发展

离开陶德全家，记者来到蒋

家关村村委会，见到了该村党支

部书记伍先忠。

伍先忠告诉记者：“村上以前

在脱贫攻坚的时候，是由县残联

驻村帮扶的。脱贫攻坚结束以

后，在‘巩固衔接’这个阶段，县委

县政府把帮扶部门进行了调整，

村上就由县经贸局来帮扶。”

伍先忠讲道：“县经贸局包

抓我们村以后，局主要领导立马

就到村上来召开干部群众座谈

会，商议如何做好衔接这项重要

工作，征求我们村上‘两委’的意

见，并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方案。”

伍先忠介绍说：“县经贸局到

我们村以后的第一个切入点是，

给我们村上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想方设法来提高魔芋产量，使老

百姓都能在这方面挣到更多的

钱，在这一块下了很多功夫。”

“对于县经贸局的真情帮扶，

我们村上下都很感激。这不是虚

夸他们的好，因为村上实打实的

到账帮扶资金二十六七万元，都

由县经贸局支持，这对做强魔芋

产业链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充分发挥好经贸职能和
驻村工作队的作用

采访中，记者发现，岚皋县

经贸局驻村帮扶工作之所以受

到蒋家关村干部群众的一致称

赞，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乡村振

兴的驻村工作队从脱贫攻坚的

“前辈们”手中接过责任和使命

时，他们绝非是另起炉灶，而是

要将已经燃起魔芋产业的“炉

火”烧得更旺，链条拉得更长，质

量提得更高。

围绕帮扶工作，岚皋县经贸

局严格把好选人、派驻、管理、激

励“四关”，确保驻村干部选得

准、沉得下、融得进、干得好。注

重从优秀年轻干部中选派驻村

干部，优先选派有农村工作经

验、涉农专业技术的干部。

岚皋县经贸局党委书记、局

长苟元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下一步，局党委将充分发挥好经

贸职能和驻村工作队的作用，推

荐更多优秀干部在乡村振兴一

线施展才华，全面加快乡村发

展，为乡村振兴贡献经贸智慧和

力量。

当天结束采访离开岚皋县

时，天已黑了，记者和县经贸系统

工会主席、59岁的工作队员徐代

华告别时，他说：“我是从农村走

出去的，工作近40年又回到熟悉

的农村，就是回到了家里，尽我最

大的努力，把家里的工作做好。”

次日，刚满30岁的蒋家关

村工作队长熊明生通过微信告

诉记者：“我村将不断扩大产业

规模、全面加快产业发展，努力

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造成为

实力强的经济综合体，为乡村振

兴打下坚实基础。”

陕西省岚皋县经贸局：

全媒体记者 王革委

本报宝鸡讯 (全媒体记者

周俊鹏 通讯员 李秀红 )近

日，中国苹果产业协会授予陕

西省千阳县“中国矮砧苹果之

乡”称号。

千阳县是我国苹果产业发

展中最早开展矮砧苹果规模化

种植的地区，是矮化自根砧苹

果栽培模式的起源地。近年

来，千阳县在致力于矮砧苹果

种植技术的推广使用方面加大

创新，创造了“当年见花、次年

挂果、三年丰产”的苹果生产新

纪录，探索形成以“矮砧大苗、

格架密植、水肥一体、机械作

务”为核心的苹果集约矮化栽

培“千阳模式”，在全国50多个

市县复制推广，全县矮砧苹果

种植面积达13万亩、矮砧苹果

苗木繁殖基地3万亩，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矮砧苹果生产基地和

苗木繁育基地，为我国矮砧苹

果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千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胡

文志表示，千阳果业人将以这

次授牌为契机，按照“品种引

领、模式支撑、稳存提质、融合

发展”的思路，以全产业链建设

为抓手，着力打造高质量苹果

标准制定输出、高质高效果园

示范、苹果优质苗木繁育、高品

质苹果产销示范、果业融合发

展示范五大基地，为我国苹果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继续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现代

化苹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一、早登记。外地返乡农

民，尤其是中高风险地区返乡

农民，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

求，主动登记、主动防护、主动

隔离，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鼻

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

腹泻等症状，要早报告、早检

测、早隔离、早治疗。

二、强防护。要做好个

人防护，回家勤洗手，外出科

学佩戴口罩，保持健康一米

线，注重饮食安全。

三、讲卫生。及时清理

房前屋后垃圾、畜禽粪便、生

活废弃物、生活污水等，彻底

打扫卫生死角，对生活起居

环境多通风、勤打扫。

四、少聚集。少串门、少

聚餐、少访友，少去人员密集

场所，尽量不扎堆。

五、勤消毒。住宅、畜禽

社、温室棚等要勤消毒，勤通

风，保持空气新鲜。

六、多配合。积极参与

疫情防疫工作，配合村委会

社区做好人员登记排查和核

酸检测。

七、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从正规渠道获取权威

疫情信息和疫情防控科普知

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

造谣、不恐慌、不焦虑，严格

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认

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综合）

本报西安讯（全媒体记者

颉魁 胡润田）10月20日，记者

从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积极发挥粮

食应急保障企业保供稳市作用，

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有

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确保

陕西省粮食安全，按照《陕西省

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细则》有

关规定，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

程序认定陕西粮农集团等27家

企业为第一批省级粮食应急保

障企业。

根据有关规定，公布的省级

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平时按市场

化运作，自主经营；在粮食应急

状态下要服从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统一指挥和调度，保证粮油

的应急加工和销售，保持必要的

粮油库存量，切实做好粮油供应

配送工作，确保粮油供应充足、

质量良好、价格稳定。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不具备应

急保障能力、不履行应急保障义

务的企业，经核实后，取消其省

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资格。各

设区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研

究并出台支持粮油应急保障企

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助力企业持

续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据悉，陕西粮农集团及所属

企业共12户入选。作为全国最

早成立的省属大型国有粮农企

业和陕西省首批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企业，陕西粮农集团承

担着做强做优做大陕西粮农产

业、保障区域粮油市场供应安全

的重要使命。近年来，该集团积

极发挥应急保供主渠道作用，秉

承社会之责任，担企业之担当，

将粮食安全责任扛在肩上，稳保

供应贯彻落实到生产上。

陕西粮农集团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成功入选首批省级粮

食应急保障企业，并成为其中粮

食应急保障中心唯一入选企业，

无疑是对企业应急保供工作的

认可。下一步，陕西粮农集团将

继续坚持“以粮为基、农食并重”

发展战略，实施规模、效益两轮

驱动，加快优化储粮管理，推动

产业升级，培育产业生态，变革

体制机制，深化对外合作，奋力

谱写陕西粮农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陕西省千阳县喜获
“中国矮砧苹果之乡”称号

10 月 20 日，

在湖南省常德市

鼎 城 区 谢 家 铺

镇，农民整理运

输车上的稻谷。

近 日 ，部 分

地区水稻开镰收

割，水稻种植户

们抢抓农时，加

紧收割。

新 华 社 记
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