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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卫红）近年来，
山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将“生态立县”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战略，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指标要求，构建生态制度、生态安全、
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等体系，深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县上
定期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等，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部署，构建起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和“一岗双责”责任体系，制定并实施

《 山 阳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 规 划
（2022—2030 年）》，建立目标责任考核机
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各镇（街道）、县
直单位目标责任考核和绩效考核，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考核比重超过 20%。全力落
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追究

制，压紧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责任，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
强保障。

构筑大美秦岭生态安全体系。全县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扎实
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有效预防
环 境 风 险 ，持 续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
2022 年环境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355 天，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 2.86，位居全市第一。全
县四条主要河流 4 个国控、2 个省控断面
水质均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水标准，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开展了
14 个“一住两公”地块的污染状况调查，
土壤监测网络全覆盖，受污染耕地和污染
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打造节约集约美丽生态空间。县上
科学划定“三区三线”，统筹优化农业、生
态 、城 镇 空 间 和 基 础 设 施 、公 共 资 源 布

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立生态保护红
线优先地位，优化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1310.22 平 方 公 里 ，占 陆 域 面 积 比 例
37.09%。划定自然保护地面积 2.4 万公
顷，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确保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加大
河流岸线管控，依据金钱河、银花河“一河
一策”方案，实施县域内河流动态管理，加
强涉河建设项目实施监管，大力开展“清
四乱”活动，确保水清岸绿流域美。

发展绿色循环优质生态经济。山阳县
坚持绿色循环发展理念，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由 2016 年的 15.9∶54.5∶29.6
优化到 15.1∶47.0∶37.9，三产占比提高了
8.3 个百分点。健康医药、新材料、清洁能
源、电子信息、生态旅游、绿色食品等产业
不断发展，先后建成现代农业园区 59 个、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4个、3A 级旅游景区 3
个，天竺山景区创建为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漫川古镇成功创建全国特色小镇和历史文
化名镇。山阳县被列为全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县高新区被授予“省级园区
亩均效益领跑者”称号。

打造幸福活力高品质生态生活。以创
建省级森林城市为契机，县上持续强化秦
岭植绿护绿及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完善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生态品质，
扮靓城乡颜值。扎实开展“两拆一提升”

“两边一补齐”行动，卜吉河河道综合治理
工程顺利完工，改造老旧小区 8 个，建成停
车场 2 个、口袋公园 85 个，城区增绿 35 万
平方米，沁水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打卡
地”。改造卫生厕所 4776 座，建成运行 21
个村级污水处理站，10 个垃圾分类收集站
加快推进，83 个秦岭山水乡村通过市级验
收，万福、花庙子和中村新区被命名为全省
美丽宜居示范村。

山阳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郭永康 孙 文）
今年以来，商州区紧扣干部作风能力提升
年活动部署要求，创新工作机制，以干部作
风能力提升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商州区开展“大学习”，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
作风建设重要论述，持续增强转作风提
能力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开展“大培训”，组建“1+3+N”宣讲团，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964 场次，组织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 作 汇 报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培 训 84 场
次，开展纪律作风教育 168 场次、主题党
日活动 695 场次，举办干部作风能力提
升等培训班 4 期 797 人次、农村致富带头
人培训 2 期 833 人次。开展“大比武”，在
全区范围开展“商州发展我要干什么、我
能干什么”大讨论，引导党员干部提升干

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形势怎么
判、差距怎么赶、任务怎么干”问题，形成
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比出了精气神、赛
出了“加速度”。

商州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作风突出
问题，采取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等方式，
真正把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找准找
实。创新开展查“四个意识”、查工作作风、
查日常管理，看落实、看执行、看服务，比激
情、比效率、比实绩的“三查三看三比”活
动，各级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坚持刀刃向
内，查摆问题 1753 个，建立问题台账 1170
份。针对查摆问题，认真开展“承诺践诺”，
建 立 承 诺 台 账 1160 份 ，承 诺 事 项 2400
件。成立 4 个督导组，开展全覆盖督导 3
轮次，发现问题 183 个，印发督查通报 3
期，下发整改通知书 49 份，立行立改 136
个。建立“部署、协调、督办、整改、问责、总
结”闭环管理机制，对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分

类梳理汇总，形成工作台账，确定即知即改
事项 1641 项，需长期整改 309 项，暂时不
具备条件的 23 项，对于能够立即整改的，
做到立行立改；对一时解决不了的，明确时
限和整改目标，确保逐一落实到位。切实
转作风，扎实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干部担当作为、机关效
能、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五个专项
整治，查处营商环境、干部作风能力方面问
题 8 件 8 人，通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3
起 3 人。紧盯群众关心关注的医疗、教育、
住房等领域，排查问题线索 22 件，立案 20
件，处理 20人。

围绕“一都四区”总目标，商州区大
力实施园区提升、工业倍增、乡村振兴、
中心城市品质提升、现代服务业提质增
效“五大工程”，出台《商州区招商引资高
质量发展十条激励措施》，组建 4 支专业
队伍和 8 支产业链招商小分队，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 65.25 亿元，同比增长 93%，
获评陕西省首批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
坚持项目为王，新谋划重点项目 491 个，
投资 1051 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191
个，总投资 63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75
亿元。截至目前，161 个省市区重点项目
开工在建、开复工率 84%，完成投资 93.8
亿元、投资完成率 53.6%，18 个项目建成
投产，经济稳中求进实现“双过半”。深
化民生领域改革，通过对上争取、以时间
换空间、以要素换资金等方式解决资金、
土地等要素保障，用“小财政”撑起“大民
生”，一批打基础、惠民生、利长远的重大
项目正为商州高质量发展厚植后劲。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施“党建+网格
化管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划分片
区 4619 个，聘任片长 9328 人，规范村（社
区）人民调解组织 306 个，聘任 42 名律师
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

商州以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冯 丹）近日，市生态环境局
强化六项举措，排查整治丹江水环境突出问题，有效防
范丹江水质富营养化，高质量打赢碧水保卫战，确保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目前，丹江流域 11个监测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考核要求，其中构峪口、
淅川荆紫关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Ⅰ类标准。

夯实工作责任。市生态环境局及时印发了《关于
开展丹江水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关于开展丹江水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排查整治
核查的通知》《关于加强汛期水环境监管工作的通
知》，压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和相关部门行业监管责
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压茬推进，确保按节点落实、
按计划完成。

全面排查整治。按照“边排查、边建档、边整治、
边验收”的要求，全市重点围绕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农村集中污水排放点收集治理、农村面源污
染排查整治、河长制落实及河道“四乱”清理、工业企
业废水处置、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 7
个方面，迅速行动，全面排查、限期整治。

跟踪核查销号。市上成立了 4 个督导检查组，分

别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城管局、市农业农村
局领导带队并任督导检查组组长，成员从市级相关部
门抽调，按照“查出一个、整改一类，销号一个、巩固一
批”要求，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排查整
治取得实效。

强化监测预警。该局充分发挥水质监测前哨和
预警作用，加强水质监测分析和预警，对湖、库、坝等
水体和出境断面，定时定点监测，全面分析研判，及时
掌握水质变化情况，捋清变化趋势，找准症结，精准施
策，为溯源整治指明方向。

严格监管执法。该局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日常
监管执法，积极推行部门行政执法联动，实施最严格
的水环境监管执法制度，积极办理一批入刑案件，严
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有效提高水生态环保执法震
慑力，确保丹江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

加强应急应对。市生态环境局进一步健全水环
境应急体系，全面提升水环境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
实领导带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通信 24小时畅通，
一旦发生突发水环境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坚决
守住水环境质量安全底线。

市生态环境局排查整治丹江水环境突出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新全 刘军民）去年以来，洛南县石

门镇在已实现全镇事业单位会计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适应形势发展的村级财务管理新方法，着力改变过去手
工记账为电脑记账，全面实现村级财务管理电算化，有效提升了
工作效能和财务管理的精准性。

过 去 由 于 受 各 种 因 素 的 制 约 ，石 门 镇 村 级 财 务 管 理 一
直沿用手工记账法，在当前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
村级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这种传统的财务处理手段已严重
制 约 着 财 务 管 理 工 作 的 质 量 ，影 响 着 各 项 工 作 的 高 效 开
展。为此，该镇立足实际，集思广益，充分利用原撤并单位
闲置的财务管理账套，进行创新合理利用，成功实现了用事
业单位会计软件核算村级财务的新方法，不仅利于及时准
确掌握村级各类资金动态和去向，而且使财政监管更加科
学、规范和精准。目前，该镇通过加大投入和工作人员培训
力度，全面推行村级账务处理新方法，镇财政所坚持每月与
银行对账，随时掌握资金动态，并逐月把村级银行账户余额
通过纸质票据与电子账务的形式反馈到各村，使村上能够
随时掌握账户资金详情，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和办公经费的
支付做到成竹在胸，有效保障各项资金的合理合规使用，使
得财务核算更精准、管理监督更直观，为领导决策及时准确
提供翔实的财务数据，同时也减轻了财会人员的工作强度，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石门镇率先实现村级

财 务 管 理 电 算 化

本报讯 (记者 肖 云）近日，走进洛南县麻坪镇云蒙山
村，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里，种植着各类蔬菜的废旧水果筐、油
桶等摆放整齐，变废为宝的创意让人眼前一亮。

“利用一次性塑料碗装点土、钻上眼，种些生菜，既可以吃也
可以卖，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云蒙山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峰
指着一户庭院外围悬挂着的生菜小盆景说。

村民殷本哲正在自家小院的树荫下忙碌着，把拌好的土装
进收集来的废旧水果筐里，“土是从坡上挖的黑土，用猪粪、牛粪
一拌，种些绿色蔬菜，吃起来健康方便，也美化了庭院环境，让人
进进出出看着舒心。”

今年以来，云蒙山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目标，紧扣“两改
两转三促进”工作任务，按照“全域谋划、重点打造、农旅融合、
宜居宜业”工作要求，着力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中，将
改厕、改土坯房与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相结合，拆除旧厕所、柴
棚、违法建筑 50 多处，新建卫生厕所 43 个，改造卫生厕所 21
个，改造土坯房 12 座，硬化群众入户路 750 米，利用废弃的砖、
瓦和木料加强“小三园”建设，修建小花园 22 个、小菜园 26 个、
提升小果园 8 处，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改善了人居环
境。同时，将“两改”与庭院经济建设深度融合，遵循原汁原
味、创意设计、资源整合、变废为宝的原则，保留群众房前屋后
的葡萄树、樱桃树等经济树种，补栽大樱桃、黄桃、葡萄等果树
1200 多株，利用小菜园及废油桶栽植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并
鼓励群众发展养蜂、养兔、盆景等庭院经济，让一个个农家小
院焕发勃勃生机，释放了乡村振兴新活力。

云蒙山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善峰）近日，为落实全省安全防范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吸取宁夏银川“6·21”燃气爆炸特别重大事故
教训，有效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柞水县周密部署，迅速行动，
全面开展燃气领域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治，确保全县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

柞水县及时抽调市场监管、应急、城管等部门执法人员，成
立多个燃气安全督查小组，按照“四不两直”要求，深入各镇（街
道）对餐饮、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
构等重要部位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重点对燃气经营、储存、充
装、运输等企业（单位）及一楼二楼设有餐饮、烧烤店的沿街商铺
内液化石油气、燃气器具等进行检查。同时，结合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文化
旅游、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
对不符合安全条件、隐患问题整改不到位的，采取停业整顿、执
法处罚等硬措施，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柞水拧紧“安全阀”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 矛）6 月 29 日，由市禁毒委员会

主办、商洛新闻网承办的“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禁毒短视频征
集大赛颁奖仪式在商州举行。

自活动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赛作品 89 个，其中公益广告 35
个、剧情片 7个、微电影 10 个、动漫 22个、科普宣传片 15个。经
大赛评审小组层层筛选、评审，选出一等奖作品 1 个、二等奖作
品 2个、三等奖作品 3个、优秀奖作品 10个。

据了解，参赛作品有的以歌曲形式进行禁毒知识教育，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禁毒小知识；有的以微电影形式演绎了
行走在刀尖上的缉毒警察的故事，展示他们面对涉毒违法犯罪，
敢于斗争、不惧艰险，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甘于奉献、无怨无悔
的伟大精神。这些参赛作品让网民通过短视频更加直观地了解
到禁毒工作的艰辛和重要性，揭示了毒品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
的严重危害。举办短视频征集大赛，旨在运用短视频传播快、受
众广的优势，广泛传播毒品预防教育知识，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
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远离毒品危害，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禁
毒宣传氛围，掀起禁毒宣传教育高潮。

一等奖作品主创人员彭琦表示，拍摄作品的初衷是将禁毒
宣传与禁毒教育相结合，通过诵唱《禁毒三字经》让更多的青少
年学习禁毒知识，从而起到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的作用。

商洛“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禁毒
短视频征集大赛颁奖仪式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天彤）在建党 102 周年即将来临
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
围，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
更高的站位、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作风扎实做好“三服务”工
作，6 月 29 日，市委办公室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召开了庆“七
一”表彰暨党史专题党课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国瑜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
集体重温了入党誓词，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为 2个先进党支部、
8 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5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颁发了奖牌和荣誉证
书。会上，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健以《重温辉煌革命史 砥砺
奋进赶考路》为题，为全体党员讲了一堂生动的商洛党史知识专
题党课。

会议要求，办公室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史中
汲取精神营养、汇聚奋进力量，主动对标“五个坚持”和“六个第
一”要求，着力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党建质量、勇挑发展重担、
持续转变作风“四个方面”当先锋、作表率，努力当好市委更加满
意的“坚强前哨”“巩固后院”。要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
局之年，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诚履职尽责、勤勉干事创
业，切实以“三服务”工作的新成效，为加快“一都四区”建设、谱
写商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党办智慧力量。

市委办公室召开庆“七一”
表彰暨党史专题党课会

6月28日，市图书馆联合市应急救援中心举办应急救援方法培训活动，现场讲解外伤急救技术、伤病员搬
运术，并用道具现场实操教学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方法。 （本报记者 谢 非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梁鹏飞 刘 辉 柯春妮）今年以来，
丹凤县全面落实“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求，多措并举推进就
业工作取得新成效。

丹凤县累计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 42 场次，“点对点”劳
务输出 27 批次 48 车 2056 人。积极帮助大学生就业，安置 193
名高校毕业生见习，全力推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全县新认
定社区工厂 2 家、帮扶基地 3 家，累计认定社区工厂帮扶基地
38 家，带动就业 2013 人，其中带动脱贫人口就业 455 人。及
时解决搬迁群众就业，在 5 个大型安置社区及 12 个镇（街道）
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1519 个。

全县完成交通补助项目资金申报审核 2936人，积极支持群
众外出就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44 万元，支持群众积极创业
就业；累计兑现各类就业补助资金 1386 万元，全力保障群众稳
定就业。截至 6 月底，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2253 人，失业人员再
就业 529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276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7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3.41万人。

丹凤就业工作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