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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假期间，全市市场购销两旺，商品
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促销形式多样，
市场运行有序。据监测，全市 40 家重
点零售和餐饮样本企业，端午节期间
实现商品销售额 1273 万元，同比增长
16.7%。其中，30 家商品零售企业实
现 销 售 额 1189.9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7.48%；10 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3.06万元，同比增长 6.6%。

端午节期间，市、县区两级商务
主管部门针对市场形势和商贸流通
工作特点，多措并举稳供应惠民生，
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货足、质优、价稳、安全，满足了
全市广大城乡居民需求。重点监测
的 62 种生活必需品中，价格基本保
持稳定，分品类看，粮食、食用油、肉
类、奶制品、水产品零售价格与节前
持平，鸡蛋、蔬菜零售价格分别环比
节前下跌 0.4%、0.7%，水果零售价格
环比节前上涨 0.2%。

我市各商家围绕粽子传统食品文
化，推出了品种丰富、包装精美、价位
不等的各种口味粽子产品，供市民选
购。随着气温不断上升，各商家紧抓
时机，力推夏季商品上柜销售，积极开
展让利、打折、买赠等活动，夏季男女
服装、夏被凉席、啤酒冷饮、电风扇、冰
箱空调等商品掀起销售热潮。洛南县
举办了首届苏陕协作西瓜节暨农特产
品展销活动，强化苏陕涉农企业协作
互动，推进农业产业链产品互促互销，
助力宁洛协作产品走出洛南。镇安县举办 2023 年促消费
活动启动仪式，动员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本地特
色优势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形成持续不断的消费热潮，推
动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据监测，节日期间，全市 30 家商品
零 售 样 本 企 业 实 现 销 售 额 1189.9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7.48% ，增 速 居 全 省 第 三 位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2.06%。其中，家电、体育用品、珠宝、服装、汽车类涨幅
较 大 ，销 售 额 分 别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68.81% 、62.55% 、
48.28%、46.23%、28.77%。

为推动餐饮经济持续增长，相关部门指导商州金水
岸美食街区、商洛万达广场、洛南音乐小镇美食街区、丹
凤龙驹大街美食街区、棣花古镇宋金美食街、商南西街商
业步行街街区、山阳丰西新区美食街区、镇安饮食巷美食
街区、柞水终南山寨美食街区 9 个特色美食街区、夜间经
济聚集区和餐饮消费集中场所，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弘
扬优秀餐饮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助力餐饮业高
质量发展。据监测，节日期间，全市 10 家餐饮样本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83.06 万元，同比增长 6.6%，较 2019 年同
期增长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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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头，麦浪滚滚。近日，在洛南县
古城镇何村小麦示范基地，一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在麦浪中往来穿梭。放眼望去，200 亩
集中连片已经成熟的小麦长势喜人。洛南
县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超驾驶着
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在麦田中穿梭忙碌，一
垄垄成熟的小麦被卷进机器，收割、脱穗一
气呵成。

今年，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共从周围
160 多户群众手中流转土地 400 亩。眼前
这 200 亩集中连片的小麦示范基地，每亩
土地流转费 700 元。合作社抓住晴好天
气抢收小麦，并及时进行烘干处理，确保
颗粒归仓。

“早上大概就是 6 点多进地，一天工作
10 个小时，像我这大块地一天的收割量大

概是 80—100 亩，如果是群众的小块地，一
家一户的话，大概一天收割 50—60 亩地。”
何超说。

天气炎热，但是何超翻动着刚刚收获的
小麦，喜悦溢于言表。今年夏收，洛南县采
取机械化收割，小麦收获后，直接晾晒入库，
确保颗粒归仓。

麦熟一响，贵在争抢。6月 6日以来，洛
南县小麦从东到西陆续成熟，6 月下旬进入
集中收获期，预计 6 月 30 日将全部完成夏
收。今年洛南县小麦种植面积 10 万多亩，
面对不利天气的影响，洛南县立足“早”字，
突出“快”字，通过强化机械保障服务、开展
助收帮扶，全力以赴抢收小麦。

今年以来，我市以“保面积、提单产、增
总产”为目标，认真落实粮食生产各项工作，

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我市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要
领导多次深入一线开展调研指导，及时解决
生产难题。将粮食生产列入目标责任考核，
市县区政府签订责任书，进一步夯实县区责
任。建立联县包抓和常态化督导机制，全力
推进粮食生产。及时发放耕地地力保护等
中央、省粮食生产补贴资金 1.66 亿元，切实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各县区出台促进粮
食生产的扶持政策，商州区对林下种植马铃
薯、大豆等每亩补贴 100 元；洛南县连续 4
年设立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对种
植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给予补贴；山阳
县设立 4000 万元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对撂
荒地复耕复种给予高标准扶持。

今年以来，全市 720 名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350 场次，培
训人员 25.5 万人次。我市建立小麦市级核
心示范田 46 个、8943 亩，林下套种马铃薯
1200 亩，复垦复种撂荒地 1610.16 亩。针
对“烂场雨”天气，市农业农村局加强与气
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系，印发紧急通知，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下
发防范技术方案，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全市建立联县包抓工作机制，组建应
急抢收作业服务队，投入小麦割晒机、小麦
联合收割机、玉米种植机械等，全力做好小
麦抢收烘干晾晒和玉米、大豆抢种工作，千
方百计抢收减损确保夏粮丰收。截至 6 月
25 日，预计全市完成粮食播种 243.6 万亩，
抢收小麦 51.5 万亩、油菜 10.4 万亩、马铃
薯 35.1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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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节 。 在 商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碾 盘
村 大 树 垭 军 峰 黑 布

林农场的果园内，几十
亩新西兰黄桃喜获丰收，

迎来盛夏采摘季。
6 月 25 日，笔者来到军峰黑布

林农场，远远望去，只见满枝挂着的、绿
叶底下藏着的，全都是喜人的果实，像一
颗颗红宝石长在树上。走进果园，红彤
彤的黄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让人垂涎
欲滴。果农们称重、收款……忙得不亦
乐乎。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体验采摘
乐趣，一尝新鲜可口的果子。

“这里的黄桃个大、味正、颜色漂亮，
咬上一口，脆嫩香甜环绕整个味蕾。今
天开园，我便领着家人来果园采摘，孩子
特别爱吃，而且价钱也合理，进园采摘每
斤 5元。”游客王旭边摘边说。

“今年雨水好，果子长势不错，口感
也很好，再加上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
越的自然环境，每天光照时间比较长，所
以结出来的新西兰黄桃的糖度基本上可
以达到 14%—15%。果园种植的还有美

国黑布林、红布林、蟠桃、砂糖李等多个
品种的水果，果子都是自然成熟。”果园
负责人刘建峰热情地介绍，顺手从树上
摘下几个果子。

“这果子个大皮薄、甜脆多汁、口感
好、味道纯正，来来来，尝一下。接下来，
根据园内各种水果的成熟期不同，还可
以陆续采摘黑布林、红布林、蟠桃等水
果，可以持续到 8 月底，预计今年农场果
园的果子产值 10万多元。”刘建峰说。

2020 年，刘建峰依托碾盘村当地
气候、土壤条件等优势，投资 30 多万
元 ，流 转 撂 荒 地 32 亩 ，种 植 多 个 品 种
水 果 。 同 时 ，他 聘 请 了 2 名 专 业 科 管
人员，负责果树的整形修剪、病虫害防
治等工作。每年农忙时，果园也会吸
纳短期工。截至目前，累计吸纳用工
200 人次，人均年增收 3000 多元。刘
建峰通过不断学习与摸索，既保障了
果子的品质，又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增
收致富。

近年来，商南县城关街道精心谋划
做好“山地特色农业”文章，积极盘活农
村闲置土地，引导群众种植特色水果。
同时，抓好农业技术培训和服务指导，促
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活力，让老百姓守
着“金土地”，种出“金果果”，端上“金饭
碗”，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卫）近年来，我市依托
本土医疗服务资源，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健康医疗产
业，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医养结合模式，助推建
设“中国康养之都”目标。

我市成立以卫健委主任为组长、所有副主任
为副组长的全市医养结合产业发展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围绕医养结合健康医疗产业发展定位，
将 医 养 结 合 健 康 医 疗 工 作 列 入 市 卫 健 委“ 十 四
五”规划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卫健事业同部
署、同落实、同督查。建立医养结合健康医疗产
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文旅、民政、招
商等部门沟通协调，梳理制约产业发展问题，先
后召开联席会议 3 次，推动医疗和养老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以市政府办文件印发《关于医疗卫生
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印发《关于加强
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商洛
市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医疗机构
和养老机构签约合作示范文本》等文件，先后出
台了 10 多项医养结合政策，确定了财政投入、土
地保障、税费减免、投融资等方面优惠政策和责
任部门，进一步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审批流程和环
境，着力构建集医疗、康复、护理、保健、养生、安
宁疗护于一体的医养结合产业集群，为构建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规模适宜、功能完善的医养结合
服务网络提供了坚强的支撑保障。

目前，全市创建省级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130
家 ，全 市 二 级 以 上 综 合 性 医 院 开 设 老 年 病 科 12
家，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 7 家，所有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均设置老年人优先就医绿色通道。
市级三大医院完成整体搬迁，商州区妇保院、柞
水县中医医院完成整体搬迁，商州区中医医院建
成运营。全市所有镇（街道）卫生院与 95 所养老
机构全部实行签约合作服务，年度服务 1.2 万人
次。通过召开全市医养结合示范创建现场推进
会，向省卫健委争取资金 129 万元，打造省级医养
结合品牌单位 1 个、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2 个、医养
结合服务中心 21 个、安宁疗护中心 1 个，商州区
仁和社区等 5 个社区被评为全国友好型社区、柞
水县金米村等 7 个社区评为省级友好型社区。推
荐商南老年护理院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目前完成省级专家组初评和推荐申报，进入国家
卫健委审核环节。

我市坚持两手抓工作思路，抓原有项目的改
造 提 升 ，抓 新 建 项 目 的 精 心 谋 划 、高 位 布 局 ，在

改、扩、迁建、新建项目中合理布局医养结合产业项目。目前，已建成医
养结合机构 8 家、床位 2860 张，其中医疗床位 600 张、养老床位 2260 张，
床位使用率 25.66%。现有工作人员 685 人，其中医疗卫生人员 430 人，
占比 62.8%。推动山阳县高家沟中医药康养产业园、丹凤新雨丹中药科
技产业园等重点康养项目建设，山阳县高家沟中医药康养产业园已投资
1.2 亿元，完成中医养生馆等 6 个子项目建设；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二期中药科技康养食药园主体框架正在建设中，已完成投资
7400 万元。成立商洛市药膳协会，挖掘商洛康养药膳文化资源，开发药
食同源类产品，已研发出“凉拌天麻片”“宣肺桔梗丝”“风吹伴夏”等秦
岭康养药膳菜品 30 多种。丹凤县良种天麻产业示范园开发出天麻挂
面、天麻胶囊和天麻饮品等药食同源类产品 10 多种，有力有效推进健康
医养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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