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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由商州区人社局主办的“职引未来 筑梦青春”商州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西商劳务协作招
聘会在沙河子镇电子信息产业园举行，50家招聘企业提供了2800个岗位。移民搬迁安置点群众、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300多人参加了招聘会。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7月 19日，柞水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
致境内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遭受巨大损
失，洪水漫路、泥石流、边坡塌方、路基路面
损毁等灾害使多处道路阻断，群众生产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救援车辆难以通行。面
对突如其来的灾情，柞水县交通局立即启
动防汛应急预案，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做好
救灾通道抢险保通工作，为受灾百姓打通
了一条“生命线”。

“灾情发生后，技术人员冒着大雨第一
时间赶赴灾区现场，调查道路受灾情况，制
定抢通作业方案，对完全阻断的道路安排
人员 24 小时值守，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路段劝返车辆、疏导交通，同时立即向上级
主管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开展道路抢修。”

柞水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云说。
7月20日，笔者沿着县道307、省道102

一路经蔡玉窑镇、曹坪镇到红岩寺镇，只见
挖掘机、装载机、大卡车在路上不停穿梭，数
十台机械同时作业，正在紧张地开展道路抢
通、清除淤泥等工作。据统计，全县国省县
乡村道路受损 273条 409.143公里，桥梁损
毁 272座，红岩寺、瓦房口、曹坪 3个镇和全
县 57 个村道路损毁中断，直接经济损失
77199.71万元。

“按照先通后畅的原则，柞水交通系统
共抽调骨干力量 120 多名，组织 12 支防汛
保畅突击队，分区分段全力推进抢修保通
作业。”柞水县公路段副段长宁启东说。

截至 7 月 26 日 8 时，柞水县共向红岩

寺镇、曹坪镇、瓦房口镇等重点灾区累计投
入 2449 多人次，投入挖机 648 台班、装载
机 157 台班、运输车 97 辆次。清理塌方
4.273万立方米，修建便道 296处 7.32万立
方米。设立警示标志牌 279 处，摆放安全
锥 3170个，设置警戒线 1.9万多米。

“在灾情比较严重的镇（街道），我们
和镇政府成立现场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
量，制定抢修方案，全员上路、全线出击，
多点作业、分段推进，同步抢修、齐头并
进，抢修现场 24 小时作业，应急抢险队伍
加班加点实施抢修。”柞水县交通运输发
展中心主任赵乐弟说。

7 月 26 日 12 时，经过连续奋战、昼夜
抢修，S102曹坪至九间房段公路施工便道

顺利抢通，使柞水境内县乡水毁公路全线
抢通，打通了红岩寺镇、曹坪镇、瓦房口镇
等受灾最严重地区的生命通道，确保抢险
物资和生活用品第一时间送到灾民手中。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扎
实做好汛期抢险和汛后保通等各项工作，并
按照县政府统一调度，与气象、交警和应急
管理等部门联勤联动，与沿线镇（街道）通力
合作，保证县政府先期筹备的400袋米、600
斤面、400桶油、500件方便面和700件矿泉
水等救援物资能够及时送达，随后安排专人
加大巡查频次，排查消除隐患，严防新发和
次生灾害发生，切实用行动筑牢公路安全防
线，助力灾后恢复重建。”柞水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曾斌表示。

日夜兼程抢通灾区“生命线”
——柞水交通系统全力抗击“7·19”洪灾

本报通讯员 张莹雪 李 翔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淑粉 岳英侠）近期，正值秋粮生长
发育和病虫害防治重要阶段，丹凤县农技中心抢抓作物生长关
键期，积极做好秋粮中后期田管，自 8月 5日起，调动 2架植保无
人机，分 2 个组分别对全县 12 个镇（街道）秋粮种植重点区域开
展病虫害防治暨“一喷多促”工作，助力秋粮稳产丰收。

8月7日，丹凤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在龙驹寨街道、武关镇进
行玉米“一喷多促”飞防作业。“一喷多促”技术是一项综合性的农
业措施，通过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科学
配比，一次性喷施在农作物上，达到防病治虫、防旱衰、防倒伏、促
灌浆成熟、促粒重增加的目的。丹凤县农技中心根据当地秋粮生
长情况和病虫害发生特点，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一喷多促”方案，
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训和指导，确保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丹凤县已完成 8 个镇（街道）42 个村主要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暨玉米“一喷多促”作业。预计 8月中旬完成全县 12
个镇（街道）8.5万亩的喷防任务。

丹凤开展“一喷多促”助秋粮丰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若阳）“种子来了，
这下我的地有救啦！”7月28日，山阳县色河铺镇
桦栗沟村李山组受灾户魏世楚一扫脸上多日阴
霾，扛着一麻袋荞麦种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7 月 19 日，受强降雨影响后的陆家湾
村，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村里 500 多亩
农作物受灾，村民看着被洪水冲毁的农作
物，心里着急，更为补种而发愁。就在村民
愁眉不展之时，山阳县农业农村局、县农技
中心干部为村里送来了“及时雨”——一辆
载满荞麦种子的货车。

“我们发放的是荞麦种子，一亩地能种
2.5 公斤，最近天气好的话就抓紧时间整地、
播种。”山阳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牟小飞
向桦栗沟村村民讲解着灾后种植技术要点。

在桦栗沟村的救灾种子发放现场，山阳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根据受灾情况，严谨
认真地进行了救灾种子的发放登记及审核工
作，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能第一时间精准地送
到受灾农户手中，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

“这些救灾种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对我
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我们会抓紧时机进行
补种、改种，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潘院组
受灾户陈永贵捧着荞麦种子激动地说。

与此同时，山阳县各地受灾户也陆续领到
了山阳县农技中心统一采购的救灾种子。“我们
为色河铺镇陆家湾、华栗、屈湾等6个村发放了
荞麦种子500多公斤。截至目前，已采购和发
放蔬菜种子1.2万袋。”牟小飞介绍，为稳定粮食
产量，最大程度减少受灾农户损失，山阳县积极
向上申请拨付应急救灾种子，助力粮食补种，确
保“以秋补夏、以经补粮”的生产热情尽快恢复。

“作为农技干部，我们将积极开展救灾补损
工作，全程巡回技术指导，进村入户培训，讲授播
种知识，引导受灾户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牟小飞

表示，他们会把补种、改种、救灾补损和恢复农田作物作为灾后的头等
大事来抓，尽最大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截至目前，山阳县改种、
补种作物面积达2800亩，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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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白荣荣）8月 5日，笔者从市生态环境
局商州区分局获悉，商州区围绕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力
推动产业、能源、供热、运输结构调整，空气质量稳步提高。上
半年，商州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166 天，同比增加 8 天；综
合指数 3.48，同比改善 0.9%。

商 州 区 印 发《商 州 区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23—2027年）》《商州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2024年工
作要点》，通过建立机制、结构调整、治理工程、专项行动等举
措，培育绩效升级企业，完成印刷企业提标改造，建成门禁系
统，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开展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
尾气检测，为建设康养商州、绘就生态建设宏伟蓝图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上半年，商州区连续开展涉气企业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低
挥发性原辅材料替代、汽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餐饮油烟专项
整治行动、油气回收治理专项执法行动、机动车路检路查执法
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重点时段管控，家具制造、表面涂
装（含汽修）等涉 VOCs 排放行业暂停作业，房建项目外墙喷
涂刷漆、大中型装修及市政道路划线、铺设沥青等涉及 VOCs
排放工序暂停作业，实施区域雾炮和洒水不间断作业，保持路
面湿润，暂停开展绿化修剪整形和喷洒农药等有 VOCs 排放
的作业，加油站暂停油品装卸。

此外，商州区精准管控季节性污染，加强春季扬尘污
染管控，强化臭氧污染防治，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冬病
夏治”。区公安、城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
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紧抓建筑工地扬尘、氮氧化物污染、
烟花爆竹燃放、露天焚烧等管控，及时阻止、查处违规燃
放、销售烟花爆竹等严重破坏环境违法行为，凝聚合力织
密生态环境“保护网”。

上半年商州空气质量
优 良 天 数 166 天

本报讯 （通讯员 侯兴华 韩林纳）
近日，镇安县 2024 年重点项目集中联动审
批集中办公现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县
政法委、发改局、资源局、文旅局、审批局、
环境局等部门“一把手”正在耐心倾听部
门、企业需求，为大家答疑解惑。

项目审批工作是项目建设的关键环
节，也是衡量一个地区营商环境优劣的重
要标尺，关系着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项目
建设质效。据了解，这已是镇安县今年第
四次举办集中联动审批。此前，已经开展
了三次由常务县长主持的全县重点项目手
续办理培训会、五次由县纪委书记调度的
县域经济提质增量攻坚战专班会议、三次
由要素保障部门“一把手”参加的简化审批
手续讨论会。全县上下“一把手”充分发挥
作用，面对面、点对点、手把手帮助项目业
主单位办手续、推项目。各部门在现场充

分交流，理清职责权限，主动审批办理。
“在项目集中联动审批现场，各部门‘一

把手’全部在这里，遇到问题现场就能分析
研判，这种形式非常好，效率非常高，工作人
员服务态度也好。昨天我给县自然资源局
提交了一份请示报告，今天就出具了审查意
见。包括县环保局、水利局、林业局、科经
局、秦岭办，都是在 3个工作日内批复，非常
高效便捷。”陕西城安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手
续办理负责人张福科颇有感触地说。

审批效率的大大提升，既与集中办公这
种形式有关，又与各审批部门的服务理念有
关。“此次镇安县发改局项目服务中心组织
各个要素保障部门，对项目全过程审批事项
所需资料逐项梳理，着力减少审批要件，并
精心制定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全流
程指导服务各部门、企业办理审批手续，大
大提升了审批服务效率。今天上午，经过要

素保障部门的逐项目研判，简化办理了 14
项手续，为 23 个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镇
安县发改局项目服务中心魏怡说。

据悉，2024 年，镇安县共计划新建重
点项目 35 个，按照“干今年、想明年”的总
体思路，扩大调度范围，将 54 个县本级项
目和储备项目同时列入调度内容，作为前
期项目来推进。作为重点项目集中联动审
批牵头部门，县发改局项目服务中心制作
了镇安县 2024 年重点项目手续办理调度
图，明确了各项目县级领导和责任部门，每
周实时对各项目前期 9 项手续审批办理情
况进行汇总更新，在县项目智慧调度中心
动态展示，并在县域经济提质增量攻坚战
专班群公开。

“在这张调度图上，每个项目的责任单
位、每项手续审批办理情况都一清二楚，蓝
色表示近期已办结、黄色表示还未办理，哪

个审批环节缓慢滞后，所有人都能清清楚
楚看到。”县发改局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朱
琳洁指着项目手续办理调度图，难掩心中
的喜悦，“这样一来，各审批部门就会自我
加压，特别是‘一把手’会时刻紧盯作战图，
亲自领办盯办，出现问题及时调度解决，让
审批速度更快。”

截至 8 月 5 日，镇安县在“一把手”领
办盯办机制下指导项目单位 89 家，集中受
理项目审批事项 63 项，2024 年重点项目
累计办结 172 项，为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

接下来，镇安县将继续深化“一把手”
领办盯办的全链条审批服务，创新服务方
式，争取实现“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工、建
成即验收、竣工即交付”的“四即”快速审批
服务模式，全面优化镇安营商环境，全力跑
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镇安“一把手”领办盯办推动项目审批再提速

（上接1版）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钢架雪车项

目冠军、商洛籍运动员朱自龙，曾在多项体
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作为土生土长的
商洛人，朱自龙以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拼搏
精神为赛事增光添彩，面对镜头，他向世界
各地的朋友发出盛情邀约：“这个八月，到
秦岭最美的地方参赛观赛和度假旅游，在
商洛感受沙滩排球的独特魅力，领略秦岭
祖脉美丽风光。”

“非常荣幸成为志愿者，我们一定全力
做好志愿工作！”

“ 激 情 八 月 ，让 商 洛 在 世 界 看 到 美
丽中国！”

7 月 30 日，在“当好东道主，办好世锦
赛——我为家乡代言”系列短视频中，充满
活力和热情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说着流利
的英语、日语等各国语言，表达着对沙排
U19 世锦赛的满心期待，用实际行动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提供贴心的服
务。“作为志愿者，我们将用微笑和专业服
务向世界展示商洛的友好与热情。我们期
待着与各国朋友交流，共同感受沙排的魅
力，也祝愿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商洛实现

自己的梦想。”志愿者陈梦卓说。
如今，市区 LED 电子屏、主流媒体、抖

音、微信等平台随处可见“我为沙排代言”
的宣传视频，电视、广播、网络等平台全方
位、多角度地报道着赛事的筹备情况，在这
热烈的宣传氛围中，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
对沙排赛事的期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
满了对这场体育盛宴的向往。

热情期盼热情期盼 带动全民运动带动全民运动

举办气排球运动赛事、学习沙滩排球
相关知识、排球进校园……沙排 U19 世锦
赛日益临近，我市迎排球赛氛围越来越浓
厚。人们热切期盼，这场世界上水平最高
的沙滩排球赛事在家门口精彩召开。

今年 5 月以来，我市先后举办市区气
排球交流赛、2024 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
排球锦标赛、2024 年商洛市青少年排球
冠军赛等赛事，各县区开展了青少年排球
联赛、气排球邀请赛等。各县区和市直部
门单位大力开展排球、气排球运动，组建
学校排球队达 230 支、在训人员 3000 多
名，创建排球运动示范学校 25 所，机关单

位组建气排球队近 400 支，已经形成全社
会关注、支持和参与沙排 U19 世锦赛的浓
厚氛围。

“特别开心，排球赛不但拉近了我们邻
里关系，还交到不少朋友。”8 月 3 日，徐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今年 35 岁的徐
俊是机关单位的参赛选手，他在大学时期
就爱上了排球运动，一直持续至今。

“越来越多的运动公园建成，城市整体
的运动氛围也日益浓厚。”热爱运动的徐
俊，成了商洛市区运动场所变迁的见证者：
两河口城市运动公园是他们锻炼的第一选
择，几经改造的商州群众运动公园基本上
每天都爆满，市区还建起不少口袋公园，满
足市民多样化的休闲娱乐需求。

“齐全的体育基础设施，为我们提供了
方便的运动场，这离不开商洛的飞速发展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徐俊说。

暑期到来，不少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
走出家门，在城市的公园里玩起了排球，挥
洒汗水。“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排球比赛，
没想到还能在商洛举办，一想到能近距离
观看比赛就特别激动。”市民张逸飞说，这
两年来，城区的基础设施不断更新，越来越

多的赛事也带来了生态的好口碑。
7 月 22 日至 26 日，市区各部门聚焦整

治环境卫生、拆除乱搭乱建、规范车辆管
理、增添充电设施、因地制宜改造提升等任
务，坚决拆除乱搭乱建，规范停车秩序，保
障充电安全，修补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城市
治理的规范化与长效化。

“最近社区工作者给我们发放了环境
卫生整治倡议书，并且详细记录了群众的
诉求，感觉社区的环境一天一个样，越来越
好了。”刘湾街道丹南社区居民马珍说，现
在小区里经常可以看见一群人在打排球，
想到 8 月底商洛就要举办全球性的比赛，
平时锻炼都要多走两步。

“比赛开始后我一定要去现场看看运
动员们的表现，因为我以后也想当一名排
球运动员。”商洛市初级中学学生梅子豪
说，过去在电视机前为喜欢的运动员呐喊
助威。这次，要去赛场为他们加油！

如今的商洛，推窗见绿、街角见美，相
信每个商洛人都在期待这场盛会的到来。
通过举办顶级赛事，激发和调动普通人走
出家门，养成健身习惯，将是沙滩排球赛给
予城市更久远的财富。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文忠 任 雪）近年来，洛南县积
极引导企业纠正失信行为，帮助企业信用修复减流程、减环
节、减时间，为企业在税务开票、招投标、生产运营等方面解难
题，进一步营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和亲清有序的营商环境。

洛南县通过执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市场监督管
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不断强化信用信息公示，扩大宣传频
次，加强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累计公示各类信息 2万多条。采
用“信用承诺+容缺受理”信用修复模式加强信用管理，近年
来，累计移出 1332 户，其中企业 112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7
户、个体工商户 1193 户。不断丰富办理模式，为企业等主体
提供信用修复“网上办”“邮寄办”“上门办”等多种方式，帮助
违法失信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今
年，洛南县信用修复市场主体 57 户，其中企业 3 户、个体工商
户 54 户。此外，国家税务总局洛南县税务局通过“信用+风
险”监管体系实施源头防范，做好企业守信“引路人”。

洛南多举措促进企业信用修复

丹凤县竹林关镇结合当地群众需求，通过对接丹凤县人
社局，在丹水社区举办技能培训班，扩大群众就业渠道。图
为 8 月 7 日第二期中式烹饪开班，全镇 50 名剩余劳动力前来
参加培训。 （本报通讯员 王 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