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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段光耀）近日，市农业农村局
分别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专题
传达学习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精神，制定了贯彻落实具
体措施。

会议要求，要全覆盖抓要点工作，紧盯“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件大事，保障粮食
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全力保供给、兴产
业、抓改革、促增收。要全方位抓作风建设，与当前

“三农”重点工作、重要任务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一
体落实。要全天候抓农业产业，提前制定秋播方案，
及早组织调运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确保秋播按
时展开，同时，对标年度任务清单，全力推动产业链
培育落地落实，开展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监测认定工
作。要全流程抓乡村建设，切实抓好农业农村重大
项目建设和本年度 14 个示范村创建工作，指导各县
区开展 100 个康养乡村、100 个旅游乡村、100 个宜
居乡村示范创建，加快实施集体经济“清零消薄”行
动。要全领域抓安全生产，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
尽职尽责强化舆情应对，立足秋收秋播防范农机安
全生产事故，持续开展“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
年行动，全面提升农业安全生产水平。

市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晓翔 廖 娟）9 月 22 日，
洛南县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五届二
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安排当前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主
线，认真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精神，紧扣“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件大事，确保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要聚焦稳增长，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强工业，
以补链延链强链为抓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聚焦促
振兴，以巩固衔接为抓手，助力“三农”工作迈上新台
阶；聚焦城乡美，以产城融合为抓手，打造中国康养
之都；聚焦优环境，以治护并举为抓手，坚决当好秦
岭生态卫士；聚焦惠民生，以兜底补短为抓手，增强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聚焦保安全，以风险化解为抓
手，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全力以赴加快洛卢
高速、环亚源生态岛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持续
推进山水园林城市建设，扎实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百村示范万户行动”，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循环发展，扎实推进黄龙河流域
矿业“五化”示范区建设，提升绿色发展的成色和质
量。要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深入开展

“百日提升”“百日督帮”行动。要严格依规依纪办
事，强化执纪问责，以铁的纪律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奋力推动打造“一都四区”、建设

“五个洛南”实现新突破。

洛南县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维智）9月 22日，在镇安县庙沟
镇的板栗园里，黄色、青色的板栗蒲摇曳枝头、咧开“嘴
巴”，红褐色的板栗点缀其中，破苞待坠。在云盖寺镇金钟
村沿线，不时传来板栗蒲从树上掉下的扑通声以及山里群
众用毛竹敲打板栗树的哗啦声。路过的游客看到这番丰
收景象，纷纷停下车来购买板栗。

镇安县云盖寺镇金钟村素有种植板栗的传统，几乎家
家户户都围着板栗转。村子在大梅子沟片区创新发展“数
字板栗”模式，选取 1000 多棵树龄超过 20 年的优质板栗
树，进行精细化数字管理，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精心管
护，保障板栗品质。这些板栗树通过网络公益平台的“我
在秦岭有棵树”认领活动，以每棵 100元的价格，被消费者
认购。认购板栗树的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
手机上看到板栗生长的实时图像。板栗成熟后，村上将新

鲜板栗寄给全国各地的认购者。
购销是板栗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今年，镇安县建立了

45个收购点，以高于往年市场价 30%的价格进行收购。“我
们已经收购销售板栗 2000 吨。预计今年板栗产量可达
8000吨，综合产值1.5亿元。”镇安县林业局局长张撑柱说。

近年来，镇安县不断延伸板栗产业链，目前全县有 5家
板栗加工储藏企业，运营 24个板栗专业合作社，并组建镇
安县板栗产业协会。镇安县还将统一收购的板栗进行深加
工，制作成糖炒栗子、蜜汁板栗、栗子粉等产品，在线上线下
进行销售，已在西安等地开设 40多家镇安糖炒板栗店，带
动全县100名劳动力就业，年加工处理板栗5000吨以上。

据了解，目前全县发展板栗 60.5万亩，建成 3个 10 万
亩板栗林带、4 个万亩以上板栗基地、18 个千亩以上板栗
基地、8个生态标准示范园，培育 50亩以上大户 923户。

镇安六十万亩板栗喜获丰收

在陕西商洛市，张淑珍的名字与茶密不可
分。她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倾注给了秦岭南麓
的山区和这里的人民，种下一棵棵满怀希望的
茶苗，绿化了商南县的丹江南北。她用“南茶
北移”的累累硕果，改变了商南的模样，富足了
乡亲们的衣食住行。她六十多年初心不改，心
怀理想，扎根山区，忠于所事，坚守着许党报国
的赤诚信念。

心怀报国志心怀报国志 山区把身安山区把身安

时间回溯到 1961 年，那时，正是三年困难
时期，也是国家建设需要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
方去的时代。

在西北农学院林学班，团支部书记张淑
珍、宣传委员焦永才，一个来自河南太康县
黄泛区，一个来自甘肃平凉贫困地区，四年
的笃信好学，共同的志趣爱好，两颗年轻的
心走到了一起。毕业之际，他们得知将被分
配到陕西省林业厅楼观台苗圃和省委农村

工作部。能去省直机关工作，这是多少学子
梦寐以求的事，但他俩却并未因此而感到庆
幸或满足，取而代之的是彻夜难眠的纠结：

“农学院的不到农村去，不到山区去，怎么服
务农民，回报农民？”想到自己最初的志愿，
张淑珍不再犹豫，决定要申请前往最困难的
地方去。焦永才也被这位女子的胆识和魄
力深深打动：“学林业的就应该到山区去，到
祖国建设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俩碰撞着心
灵的火花，放飞着青春的梦想，互相激励着
像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放弃了组织分配到省直机关工作的机会，报
名自愿去商洛山区工作。就这样，两人坐着
拖拉机尘土飞扬地颠簸到商南。从此，走进
了秦岭山里这个牵绊终生的地方。

来到商南，张淑珍被分配到了林业站。那
个年代的山区条件异常艰苦，她虽然早有心理
准备，但现实的考验远不止于此。蜿蜒崎岖的
山路在暴雨多发的季节变得泥泞难行，封闭落
后的村落里，环境脏乱、粮食短缺。当地村民

之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住的茅草房，穿的
破衣裳。夜里溜光炕，白天没有粮。”这些都让
张淑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种种困境给她搞林业普查带来了巨大困
难，但张淑珍没有一句怨言，穿着葛麻草鞋，奔
走在商南的国有林坡之间。不到一年，她褪去
了大学生模样，完全融入了当地的农村生活。
在最艰苦的那段日子，焦永才与张淑珍举办了
简单的婚礼，在商南安了家。

选择山区农村，就意味着要背负起更多
的苦难。有人不解，好好的大学生，为啥要跑
来山沟沟受罪呢。张淑珍总是坦然地回答：

“我是农家娃，小时逃过荒讨过饭，吃过野菜
树皮，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大学生的，学了
本事，就要为人民服务，可不是光图自己享
福。”让农民的日子好起来，是张淑珍和丈夫
共同的心愿。后来张淑珍又在机缘下多次
得到去苏州、上海等地工作的机会，她都毅
然拒绝了，心里想的念的始终是商南乡亲们
的日子啥时候能好起来。 （下转2版）

秦 岭 山 里 植 绿 梦秦 岭 山 里 植 绿 梦
——记“三秦楷模”张淑珍（一）

本报记者 赵有良 侯 彬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认真落实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精神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编者按】 伟大时代呼唤
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
领。9月13日，市委下发《关于
开展向“三秦楷模”张淑珍同志
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
部学习她心怀理想、许党报国的
赤诚信念，学习她践行宗旨、心
系群众的高尚精神，学习她解放
思想、锐意创新的昂扬斗志，学
习她我将无我、执着专注的匠心
品质，本报自今日起推出“三秦
楷模”张淑珍先进事迹连续报道，
进一步为广大读者呈现她的感
人事迹。希望广大党员干部提
振精神、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勇
争一流，为打造“一都四区”、谱
写商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
新贡献！

秋 分 时 节 ，商 南 大 地 凉 风 习 习 ，然 而 ，
在 清 油 河 水 库 建 设 施 工 现 场 ，却 是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的 建 设 场 面 —— 机 器 的 轰 鸣 声 响
彻 山 谷 ，大 坝 主 体 上 工 人 们 戴 着 安 全 帽 、
系 着 安 全 绳 ，正 在 进 行 溢 流 表 孔 混 凝 土 灌
注 ，在 大 坝 侧 面 ，一 批 工 人 在 技 术 员 的 指
挥 下 进 行 防 护 墙 混 凝 土 骨 架 浇 筑 ，分 工 明
确 、井 井 有 条 。

据了解，清油河水库是市、县重点水利
工程建设之一，位于清油河镇团坪村，是一
座以城镇供水为主的Ⅳ等小（一）型水利工
程 ，总 库 容 983 万 立 方 米 ，年 供 水 量 858 万
立 方 米 ，坝 高 58.5 米 ，可 为 商 南 县 清 油 河
镇 、试 马 镇 、城 关 街 道 、富 水 镇 四 个 镇 办 提
供供水，水库服务供水人口 11 万人。为此，
商南县成立了以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包抓

工作专班，在上足劳力，抓好工程建设质量
的同时，制定详细的施工日期节点，每天上
报 工 程 进 度 。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安 排 专 人 对
工 程 所 需 材 料 保 障 供 应 ，施 工 车 辆 优 先 通
行，全体施工人员始终坚守一线，争分夺秒
确 保 项 目 的 建 设 进 度 。“ 截 至 9 月 23 日 ，大
坝 主 体 高 程 达 到 655.5 米 ，浇 筑 坝 高 58.5
米，坝体封顶，工程进度达到 99%。”水库项
目承建单位陕西省水务集团商南县供水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革介绍说。

今年以来，商南县按照全
市“一都四区”发展定位，聚力
打造生态茶城、产业新城、旅游
名城、康养慢城“四大名城”，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亩均论英
雄”理念，以“项目建设攻坚年”

为抓手，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
“一产茶菌果、二产钒硅镁、三产康养游”等 13
条产业链，采取下沉调研总结、明确产业图
谱、多方咨询联动、专家指导引领、县级领导
带头、团队合作共建等方式，谋划了海越能源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产业园、豪迪年产 5 万吨
高纯氧化镁、年产 2000 吨钒铝合金生产线等
项目 186 个，总投资 424.6 亿元。目前在库项
目 466 个，总投资达 1420 亿元，为长远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2版）

商 南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按 下“ 加 速 键 ”
本报记者 李小龙 通讯员 代绪刚

【编者按】 今年以来，全市

上下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促大发展的鲜明导向，各级各部

门靶向定位，全力以赴投入项目

工作，分秒必争推进发展，跑出

了项目高质量建设加速度，为奋

力谱写商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提供了坚实支撑。即日起，本报

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栏目中推出来自重点项目建设

一线的报道。敬请关注。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 展现新变化

9月24日至25日，商州区各中小学分批有序开学，在市区交通主要干道商鞅大道与新洛路交会处，一幅立体交通
全新图景如期呈现。这是我市首座环形人行天桥，有效解决了周边7000多名师生和江南片区两万多名群众的安全出
行问题。为方便残障人士、老人、小孩等出行，天桥四个方位角还安装了四部垂直电梯。（本报通讯员 杨建锋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鲁涛 余璇）
连日来，柞水县以改善干部工作作
风、强化医保系统行风建设为重要
抓 手 ，以 宣 传 医 保 政 策 、收 集 群 众
对医保工作的意见建议为内容，深
入 开 展“ 走 千 家 访 万 户 ”助 医 帮 困
活动，切实帮助参保单位和人民群
众 解 决 看 病 就 医 及 医 疗 保 障 方 面
存在的实际问题。

为了推动“走千家访万户”助医
帮困活动落到实处，柞水县制订了

《“走千家访万户”助医帮困活动方
案》及活动调查表，成立了工作领导
小组，对全县的村（社区）、“两定机
构”、医药企业、参保单位、组织机构
开展大走访。组织医保系统干部职
工深入到村（社区），就群众关心的参
保缴费、新生儿参保、门诊“两病”及
慢性病评审、医保报销等问题情况进
行入户走访，将群众对医保工作较为
集中的意见和反映的问题记录在册，
对存在的矛盾纠纷等问题及时进行
协调处理。同时，针对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及运用、打击欺诈骗保等服务事
项进行释疑解惑，将医保政策“零距
离”送到群众身边。深入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医院等“两定机构”，通过
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查看了解“两
定机构”运行现状、药品和医用耗材
招采、信用体系建设、医保协议管理、
医保基金监管、新医保信息平台使
用、贯标应用落地等工作的主要做法
和成效，查看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报
销、新医保信息平台使用、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规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等
工作落实情况。

柞水县坚持“走访不走过场”，把
大走访作为推进医保系统行风建设
工作的途径，从突出的问题着眼、从
具体的工作抓起，对走访征集到的问
题和建议形成清单，建立问题台账，
实行销号管理。将大走访活动与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等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走进田
间地头和群众家中，尤其是低保户、

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近距离、一对一地了解群众参保、
医疗费用支出、医保报销等情况，积极宣传并详细讲解慢性
病认定、异地就医备案、医疗救助等医保惠民政策，解答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尽可能提高政策知晓率和群众满意
度。截至目前，共走访群众 820 户、参保企业 15 家、“两定
机构”30家，现场协调解决问题 332个、发放宣传资料 8000
份，有效地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和医疗保障方面不充分、不
到位问题，为“三高三区”新柞水建设提供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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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作风建设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