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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闵养涛）4月 19日，市生态环境局开
展2023年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专题培训。市环境监测站、
市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大气强化队、市“一市一策”团队、各县
区环境分局及辖区重点企业等40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解读了省、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及责
任状，市“一市一策”团队专家对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防控机
理及举措、挥发性有机物及氮氧化物协同减排进行培训，各参
会单位和企业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工作专题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潘朝成）今年以来，山阳县法官镇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凝聚各方力量，扎实开展“三个年”活
动，推动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法官镇抓住关键少数，开展科级领导领办实事硬事暨
支部书记带头领办民生实事活动，压实各级担子，激发干事
创业活力。培养后备村干部 42 人，鼓励 7 名村干部及后备
干部参与学历提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加强党员
管理教育，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镇上开展在外人士“返乡投
资兴业·助力乡村振兴”新春恳谈会 6 场次，激发能人志士
的乡土情怀，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在外人员返乡创业，
带来资金流和人才团。推行“师带徒”计划，邀请农林专家，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用好“土专家”“田秀才”，指导群众做好
春耕生产，带动 1000 多户农户增收。依托商会丰富的资
源，促进企业共同发展，吸收致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
让更多能人志士在法官镇大展身手，厚植人才发展沃土，助
力乡村振兴。

法官镇聚合力促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相文生 李治军）今年以来，商南
县工商联结合开展“三个年”活动，“急企业之所急，应企业
之所需”，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倾力做民营企业
的“娘家人”。

商南县工商联组织召开了全县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充分收集工业、建筑业、物流等领域 30 多名企业
代表意见建议。组织人员深入商南中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等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商讨解决办法，针对该县一家民营企业有意收购一个杜仲基
地但对产业发展前景把握不准的问题，县工商联负责人带领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先后赴安康、汉中两市考察调研，帮助企
业科学决策。全面开展摸底，收集企业在要素保障、生产经
营、职工大病就医政策享受等方面的问题 15个，并积极想办

法解决，为 1 家重点引资企业协调选派了科技特派员，解决
了 1名民营经济人士子女的入学问题。

同时，商南县工商联充分发挥职能，协同相关部门科学
监管，为民营企业“护航”。联合县人民检察院等 18 个部门
成立了商南县涉案企业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出
台《关于保障非公企业、农民工合法权益协作配合办法》等文
件，在县总商会成立了商南县人民检察院非公经济法治护航
工作站，对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轻微违法行为给予容错
纠错机会。该县某镇有一家民营企业存在违规占地行为，够
得上刑事立案标准，商南县工商联主张实行第三方监督评
估，派人参加了民企涉案案件听证，提出了相对不起诉、由企
业按双倍面积植树造林落实生态赔偿的办法进行解决，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商南工商联倾力做民营企业“娘家人”

本报讯 （通讯员 林伟锋）今年以来，
我市按照“建基地、抓加工、促营销、创品牌”
的思路，充分发挥商洛道地药材资源优势，持
续打造规范化、标准化示范基地，全市中药产
业发展实现了首季开门红。一季度，全市新
发 展 中 药 材 14.8 万 亩 ，完 成 季 度 任 务 的
110%，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49.3%。

全市抓规划布局，立足商洛道地药材
资源禀赋，在全面摸清全市中药产业发展
底数的基础上，突出区域优势特色，因地制
宜 ，科 学 布 局 中 药 材 种 植 品 类 、面 积 和 区
域，坚持人工种植和野生抚育、林下种植和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两个相结合”，坚持以
建设 500 亩以上规模化中药材示范基地为
抓手，加快千亩以上中药材专业村建设步
伐，在大力发展“十大商药”优势品种连翘
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一镇一药”“一村一

品”，初步形成了商州丹参、桔梗，洛南连
翘、五味子，山阳黄姜、白及，商南天麻、杜
仲，丹凤天麻、山茱萸，镇安天麻、猪苓，柞
水五味子等中药产业发展格局。

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一法一条例”规定，
持续加强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开展珍稀濒危
野生药材资源摸底排查，划定分布区域，公布
品类面积，设立警示标牌，严禁随意采挖，切
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中药材资源。严格遵循

《陕西省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切实加强中药材种苗品类、品质、
数量、原产地、检疫等质量追溯监管，在去年
制定发布 6 个道地药材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市
级地方标准的基础上，今年又完成 5 个道地
药材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的立项
申报工作，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提供了技术支撑。

全市抓示范样板，综合科管水平显著提
升。持续加快推进规范化、标准化示范基地
建设，打造集中连片 500 亩以上示范基地
115 个 11.83 万亩，其中集中连片千亩以上
的规范化示范基地 50 个 7.46 万亩，建设千
亩以上专业村 50 个，建立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 112 个。市林业局指导县区深入开展示
范基地评选、观摩交流等活动，目前全市共
组织举办各类中药材技术培训 20 多场次，
受训药农 1800 多人次，提升了全市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水平。

聚力抓品牌建设，“商药”影响力不断扩
大。市上持续推进连翘、桔梗、天麻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工作，扎实做好洛南连翘
省级气候品质认证（特优级）工作，推进“商洛
丹参”商标注册工作有序开展。实施品牌点
亮工程，充分利用秦岭药库的影响力，借助打

造“中国康养之都”等各类宣传推介会，广泛
宣传商洛优质道地中药材品牌，切实增强“十
大商药”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擦亮“一
都四区”品牌底色。

同时，聚力抓服务保障，科技服务水平
明显提升。全市采用“聘进来、走出去”等
方式，针对中药材不同生长周期，聘请不同
领域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先后两次选派 20
多名业务干部赴西安、汉中等地参加省中
医药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等上级主管部
门举办的中药材培训班，全面提升了我市
中药材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充分
发挥中药产业技术服务团队力量，组织科
技特派员入农户、到基地、进企业开展技术
指 导 服 务 ，真 正 把 各 类 中 药 材 的 种 植 、采
收、加工、贮运和销售信息传授给群众，着
力提升中药材产品质量效益。

我市中药产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 余偏林 赵 倩）近年来，柞水县
紧盯大抓基层问题导向，聚焦困难党员、离退休老党员、青
年党员分类管理的盲点，强化措施，着力淬炼过硬农村党员

“先锋军”。目前，已发放困难党员慰问金 12 万元，创建省
级“五星级离退休党支部”2个，关爱赋能青年党员 53名，不
断激发乡村振兴高质量强劲活力。

柞水县强化党员分类管理，探索困难党员“关心式”服
务管理模式，建立动态管理信息库，做到一人一册，摸清底
数，掌握实情，明确将因患大病、重病、意外伤害、残疾等农
村党员纳入救助范围。利用春节、“七一”等重要节日，开展
慰问困难党员活动，把党组织关爱送到困难党员的心坎上，
凝聚红色先锋活力。截至 2022年底，累计走访慰问困难党
员 567 人次，发放慰问金 12 万元，增强了困难党员的归属
感、使命感。

柞水县坚持开展离退休老党员“暖心式”服务行动，以高
看一眼、厚爱三分的态度，在政治上、生活中关照老党员，为

“在党五十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全力破解生产生活上遇到
的难题，做到“点对点”关照暖心服务，使老党员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目前，已创建省级“五星级离退休党支部”2 个，建
成“柞水县老年大学”，在金米村建成全县首个村级“老党员
之家”，在 3个社区建起“老党员之家”和“慈善老年大学”，成
立离退休老党员党支部 5个，为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
褪色”提供平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增活力。

同时，县上坚持开展农村青年党员“点单式”“案例式”
线上线下联动培训，“线上”依托全县 81个远教学习站点进
行“充电”，“线下”采取重温誓词、理论学习、研讨交流、主题
党课、谈心谈话、志愿服务、民主议事等方式方法，开展青年
党员结对帮带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让青年党员历练
成长、淬炼成钢。目前，已对 2022 年农村领域吸收的 75 名
发展对象、53 名预备党员进行“面对面”帮带，促使在致富
带头、返乡创业、专业技能等群体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党员，
快速成为乡村振兴的“先锋军”。

柞水着力淬炼过硬

农村党员“先锋军”

近日，商州区金陵寺镇熊耳山村村民在播撒油葵种子。据了解，熊耳山村整合600多亩荒坡地种植油葵，计划建一个榨
油坊，延长油葵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肖 云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江波）4 月 24 日，西安-
商洛城际列车开通信息
发布会暨“玩转商洛”新
能源共享汽车投用发车
仪式在西安火车站南广
场举行。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贾永安宣
布“玩转商洛”新能源共
享汽车西安巡游活动启
动，副市长温琳讲话。

温琳首先向西安市
各相关部门和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
支持表示感谢。她说，
商洛是陕西东南门户，
紧邻古都西安，连接鄂
豫两省，夏季平均气温
22℃，境内森林覆盖率
69.56%，空气负氧离子
含 量 达 到 每 立 方 米
5000 个以上，空气优良
天数稳居全省第一，获
全国首个“中国气候康
养之都”称号，成为全国
首个获得“美丽中国·深
呼吸之都”称号的地级
市。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紧盯“山水
园林城市 旅游康养之
都”发展定位，紧扣“一
都四区”建设目标，相继
获 得“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

“中国最佳康养休闲旅
游市”“国家级全域森林
康养试点建设市”等 18
个国字号荣誉。随着西
安-商洛城际列车的开
通，商洛将陆续推出旅
游列车，辐射带动精品
景 区 发 展 ，推 出“ 春 季
赏花品茶、夏季避暑嬉
水、秋 季 品 果 养 生、冬
季赏雪躲霾”全季节旅
游产品，形成一年四季
全循环的文旅产业链，
让广大游客玩得好、留得住、带得走。

据了解，为持续巩固提升“22℃商洛·中国康养
之都”城市品牌，助力商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
市计划于 4 月 27 日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举
办“把商洛唱给你听”西安站演唱会，4 月 29 日在西
安火车站 1 号站台举行西安-商洛城际列车开通首
发仪式，4 月 29 日在商洛北客站广场举行西安-商
洛城际列车首列开通迎宾仪式等三场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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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黄朝梅）4 月 24 日，全市小
麦穗期“一喷三防”现场推进会在商南县召开，全面落
实全国小麦穗期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会议、全省春季
农业生产现场会议要求，安排部署推进小麦“一喷三
防”工作，全力抓好绿色防控，为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
收奠定基础。

小麦穗期实施“一喷三防”是一项防病虫、抗灾害、
增粒重的重要技术举措，对小麦提单产、保丰收的作用
立竿见影，对稳定夏粮生产意义重大。目前小麦正处
在抽穗扬花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赤霉
病、条锈病、穗蚜等重大病虫害叠加发生、集中危害的
阶段，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一喷三防”刻不容缓。

会议要求，各县区要把小麦穗期“一喷三防”作为
重点工作来抓，加强病虫监测，靠前预测预警；坚持分
区治理，科学制定防控预案，精准高效防控；全力保障
药械物资，加强技术服务；落实补助政策，加强督导检
查，力争南部低热区在 4 月下旬，北部中温区在 5 月上
旬，全面完成小麦“一喷三防”普防任务，实现防病虫、
攻大穗、增粒重、提单产，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会前，与会人员在商南县试马镇百家岗村现场观
摩了小麦病虫防控技术。会上，商南县、镇安县交流
了小麦生产及病虫害防控工作经验，市植保站分析
研判今年我市小麦病虫发生趋势，解读了“一喷三
防”技术要点。

全市小麦穗期“一喷三防”
现场推进会在商南召开

（上接1版）
“闭库处理一个尾矿库，需要 200 万元以上

投入，常年需要 2 至 3 人 24 小时巡库，而且，矿
渣堆积带来巨大安全隐患，始终是下游群众心
里的一块疙瘩。”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党工委
副书记王锋军坦言。

面对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洛南县积极招
引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做大尾矿利用和新
型建材产业集群。绿色循环工业经济发展的目
标一锤定音。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煌朝真空玻璃、
中泰石英砂、邦友硅业等企业纷纷落户。为矿
体“减肥瘦身”、为青山植绿增绿，为百姓消除隐
患，循环经济风生水起。

尾矿渣变身新型环保建材，鑫磊恒达走出
了一步先手棋。据了解，该项目占地 288 亩，总
投资 6.75 亿元，项目共分三期建设。一期主要
建设加气块和 ALC 墙体板材生产线，目前已建
成投用；二期、三期将新建加气块、PC 构件材料
两条生产线，计划 2024 年前建成投产。项目具
有资源循环利用、零排放和科技引领等特点。

“我们与中国建材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

院、上海同济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打造陕西尾矿综合利用示范
区。”王柏胜说，“整个项目建成并达产达效后，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18 亿元，上缴税金 1.6 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 500个。”

出口原料贴上“洛南制造”标签

站在陕西看商洛，生态宜居，康养新城；置
身商洛看洛南，工业强劲，厚积薄发。

洛南县聚焦重点产业，深入谋划一批投资
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作用强
的优质产业项目。以泰华医药为例，在原料药、
中成药制剂两翼齐飞的战略定位下，近 3 年年
均销售收入取得 50%以上的高速增长。

在泰华天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展示厅内，
一排排药品或瓶装，或盒装，仔细查看，振奋人
心的是，所有包装生产地址标注着“商洛市洛南
县”字样。“我们以高三尖杉酯碱、紫杉醇等高端
抗肿瘤原料药为核心，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以色
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泰华天然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飞说。

笔者了解到，泰华医药是一家具有 30 年历

史的制药企业，公司现设有药源基地、原料药
厂、中成药制剂厂 3 个事业部，国药准字批准文
号 15 个，产品涵盖了肿瘤科、消化科、妇科、皮
肤科等多个领域。

据介绍，该公司药源基地事业部主要负责公
司自有产品原药材基地建设与供给，现有规模
3000多亩，种植药材包括曼地亚红豆杉、中国粗
榧、杜仲、苦参、连翘等。中成药制剂事业部以便
通片、大败毒胶囊、枣仁安神颗粒、芪枣颗粒等内
科用药为主，产品辐射全国31个省市地区。

目前，泰华医药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生产线、
抗肿瘤原料药生产线、天然提取原料药生产线、
中成药固体制剂生产线项目已完成产品试生
产，2021年 8月获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药
品生产许可证》，当年 11 月泰华医药产业园一
期项目正式投产运行。

泰华医药实现达产达效后，将外引内育一
批农特产品和中药材深加工企业，做大绿色食
品和健康医药产业集群。“2022 年公司全年工
业总产值 1.084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9670万元，
其中出口创汇 105 万美元，纳税 534 万元。”段
飞胸有成竹地说，“预计 2023 年底全年实现产

值 1.5亿元，销售收入突破 1亿元，出口创汇 180
万美元，纳税 550多万元。”

“链主”企业链出产业集群效应

在洛南县众多的工业企业中，戴上有色金
属循环利用“链主”企业的桂冠，环亚源铜业公
司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洛南县以“链长制”为抓手，“一业一
策”“一链一策”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制定了环
亚源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产业链 2023 年发展目
标，加快实施环亚源二期、三期项目，做大有色
金属循环利用产业集群。

科技赋能工业发展，循环经济激活资源匮
乏一潭死水。“我们公司拥有科创孵化基地，联
合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西北矿冶研究院、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及行业内 100 多名资深专家走

‘产、学、研’资源技术开发之路，实施课题研究，
加快成果转化。目前已申请知识产权 50 多
项。”环亚源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康娟说。

洛南环亚源环保科技产业园是陕西省“十
四五”规划、省市县生态环境治理和资源综合利

用类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融合了“三线建设”
文化元素，按照产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的思
路，以企招商、以商招商，延链、补链、强链，建设
固危废综合利用、有色金属产品加工、危险废物
应急处置、三线工业旅游等十大生态功能区，致
力于打造集“政产学研”于一体的国家级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

“链主”企业链出产业集群效应。环亚源环保
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园菊说：“环亚源环保科技产业
园已落户实体企业5家，3家建成投产运营。”

据了解，环亚源铜业公司通过精炼和电
解，将阳极铜、电解铜、黄金和白银直接供给园
区下游产品加工企业，形成 100%原料源自工
业固废的全产业链条，引领 30 家上下游环保
企业入园发展。

挺起工业经济“硬脊梁”，跑出追赶超越
“加速度”。“自投产以来，共处置利用大宗固危
废 45 万吨，生产阳极铜 16 万多吨、粗铜 8 万多
吨 、合 金 铜 12 万 吨 、黄 金 2.7 吨 、白 银 150 多
吨，产值达 43.28 亿元，上缴利税 1.95 亿元，提
供就业岗位 200 多个。”陕西环亚源环保集团
董事长金竹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