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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经丹凤县人民政府批准,丹凤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
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28 日到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一楼（丹凤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获取出让文

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9月 9日至 9月 28到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一楼（丹凤县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8 日 16 时 00 分
前，16时 00 分后不再接受提交的申请报名材料及任何材料补充。竞买保证金交纳银行及账
号另行提供。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4 年 9
月 29 日 17 时 0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申请人凭《竞买资格确认书》
参加拍卖。

六、拍卖会时间、地点：拍卖会定于 2024年 9月 30日 9时 00分在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五楼
会议室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拍卖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公告内容与拍卖出让文件

不一致，以拍卖出让文件为准。
（二）本次出让不接受邮递、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或口头竞买申请。
（三）缴款单位须与竞买单位为同一单位，不接受其他单位代缴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人须自行到拟出让地块踏勘，不自行踏勘视为对地块现状无异议。
（五）丹凤县自然资源局拥有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八、联系地址：丹凤县自然资源局一楼（丹凤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系人：郭先生 周女士
联系电话：0914-3325511 3376098

丹凤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9月9日

丹凤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丹自然资告字〔2024〕4号

近 期 ，商 洛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在 工 作 中 核 查 出 陕
HQ5107、陕 HQ9507、陕 HK6020、陕 HV8080、陕 HU7101、
陕 HU3405、陕 HU9145、陕 HW0191 号小型汽车因使用虚假
材料骗取机动车登记在我支队车辆管理所取得机动车登记。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商洛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对陕HQ5107、陕HQ9507、陕HK6020、陕HV8080、
陕HU7101、陕HU3405、陕HU9145、陕HW0191号小型汽车作
出撤销注册登记的决定（决定书号：商公（交）行罚决字[2024]
611000300006669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0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1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2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3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4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50 号 、商 公（ 交 ）行 罚 决 字 [2024]
6110003000066760号）。因车辆所有人未交回机动车牌证，根据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即日起，陕HQ5107、
陕HQ9507、陕HK6020、陕HV8080、陕HU7101、陕HU3405、陕
HU9145、陕HW0191号小型汽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作废。

特此公告
商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4年9月9日

关于依法撤销机动车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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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蔗 作 为 一 种 广 泛 种 植 于 热 带 及
亚 热 带 地 区 的 经 济 作 物 ，在 北 方 鲜 有
人种植。

今年 3 月，洛南县四皓街道柳树洼村
从广西引进两个甘蔗品种进行试验种植，
让当地产业发展更“甘甜”。

8 月 30 日，在柳树洼村生态农业示范
园内，一排排甘蔗植株挺拔、长势喜人、丰
收在望。务工群众在园区忙着拔草、浇
水，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为 了 给 当 地 群 众 探 索 一 条 增 收 致

富 之 路 ，今 年 3 月 ，柳 树 洼 村“ 两 委 ”在
充分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自筹资金以每
株 2.6 元的价格从广西购回两个优质甘
蔗品种，建起生态农业示范园，种植甘
蔗近 20 亩。

“甘蔗毕竟是南方的植物，能否适应
咱这儿的气候，这是咱最大的顾虑。后
来跟专家沟通以后，专家建议进行大棚
种植。”柳树洼村党支部书记王高平说。

“南蔗北种”能否成功，技术是关键。
在甘蔗种植的播种、间苗和剥叶等关键时

期，村上邀请广西甘蔗种植技术人员多次
来洛南进行现场指导，日常问题远程视频
请教，上网查阅解决。

为了确保甘蔗生长所需合适温度，
村干部筹集资金建起 12 个大棚，改甘蔗
露天种植为温室大棚种植，有效弥补温
度不足的短板。为了让甘蔗生长季节能
够喝饱水，村上新打 1 眼水井，四皓街办
给村上投资 1 辆抽水车，解决甘蔗生长缺
水的后顾之忧。

“播种以后一定要掌握好大棚的温

度、湿度，只要有丰富的水源，就可以种
植。”柳树洼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利刚说。

“南蔗北种”为当地群众闯出了一条
“甘甜”致富路。

据了解，这些甘蔗 10 月底收获后，每
亩地可产甘蔗 3000 根左右，每根市场售
价 15 元以上，预计每亩收入 4.5 万元左
右，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目前咱这甘蔗确实长势喜人，等试
种成功以后，再让农户一块来种，增加农
民收入。”王高平信心满满地说。

“南蔗北种”让产业发展更“甘甜”
本报通讯员 陈晓锋 孙 扬

初秋烟叶黄，采收正当时。在柞水县杏坪镇联合村烤烟种植
基地，一排排翠绿的烟叶宽大肥实、迎风摇曳。烟农黄礼鹏正穿梭
其间，忙着采摘烟叶。

“今年种了 30 亩烤烟，后面烟要是不烂的话能卖个十七八万
元。依照近几年的状况，明年我还想增加个一二十亩的种植面
积。”黄礼鹏说。

黄礼鹏从2000年开始试种烤烟，当时一年能收入3000元左右，
还不稳定。在镇村及相关部门的倾心支持下，黄礼鹏的烤烟产业持
续壮大，如今成为年种植烤烟30多亩的种植大户，收入显著提升，生
活水平也得以改善。每逢烤烟丰收时节，他还会聘请周边群众帮忙
采摘烟叶、捆扎、分拣编织，随后送往烤烟房烘烤。

“我们村上产业主要就是以烤烟为主，平时帮别人打打零工，前前
后后3个月下来能挣9000到1万块钱吧。”联合村五组村民黄礼安说。

像 黄 礼 鹏 这 样 的 烤 烟 种 植 大 户 在 联 合 村 还 有 四 五 家 。
烤 烟 作 为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从 整 地 、育 苗 ，到 采 收 、烘 烤 等 环
节都需要大量人力，这为当地闲置劳动力创造了诸多挣钱机
遇。联合村充分挖掘这一产业的结构优势，主动对接上级部
门 ，全 力 发 展 烤 烟 产 业 。 通 过 示 范 引 领 ，以 培 育 村 集 体 经 济
和 烤 烟 种 植 大 户 为 核 心 ，带 动 周 边 群 众 实 现 家 门 口 就 业 ，实
现群众增收。

“我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以来，利用本地的优越条件，发
展烤烟 1200 多亩，带动贫困劳动力 30 多人，户均产值在 18 万元
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烤烟产业链，进一步扩大烤烟种植规
模，加强管理，让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提升，让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联合村党支部书记吴礼金说。

近年来，杏坪镇高度重视烤烟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山地
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持续加大对烤烟
种植的扶持力度。目前，全镇共发展烤烟 2000 多亩，年收益
1000 多万元，纯收入 600 多万元，烟叶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的“黄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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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魏 华 邹大鹏）“我们村今年
种植烤烟 80 亩，栽植拐枣 2 万株，打造蜜源基地 500 亩，
养蜂 1160 箱，改造宜居农房 32 户，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了 33 万元。”8 月 26 日，与笔者聊起村内今年的发展情
况，镇安县回龙镇万寿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斌自豪地给出
了一组数据。

2021 年李德斌被纳入万寿村后备力量库后，也曾因
为对党建业务不熟悉、缺少农村工作经验而惆怅，在帮带
导师刘靖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学习培训，李德斌的理论
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2023 年被推选为万寿
村党支部书记。

回顾李德斌的成长历程，离不开镇安县“精准选拔、
学习培训、导师帮带、跟岗锻炼”的村干部“选培带炼”选
拔培养模式的助力。

镇安县从严把好村干部“入口关”，将“政治素质好、
干事能力好、发展潜力好、群众口碑好”作为后备村干部
选拔标准，通过组织推荐、党员群众推荐、个人自荐，村级
考察初审、镇级评估复审、县级备案入库的“三荐两审一
备案”程序，在全县 156个村（社区）高质量储备成长型后
备村干部、成才型后备村“两委”干部、成事型后备村党组
织书记三类后备力量人才 1178人。

为提升后备村干部能力素质，镇安县建立市级以上
拔尖培训、县级集中培训、镇（街道）全员培训、村（社区）
兜底培训“四级培训”模式，在月河镇、西口回族镇分别打
造教育培训基地 1 处，1700 多人次参加各类学习培训，
组织 336名后备村干部参加“千名领跑人学历提升计划”
取得大专学历，不断提升后备村干部能力素质。

镇安县大力推行“导师帮带”制度，由优秀离任村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等担任导师，与后备村干部建立“导师帮带”对
子886对，通过导师谈心、传授经验等方式进行“传帮带”，不
断提高后备村干部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量身定岗、规
范程序、帮带培养、动态调整四项“跟岗锻炼”措施，落实550
多名后备村干部到示范村“跟岗锻炼”，5900多人次的后备
村干部参与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活动举办等重点工作，
111名后备村干部通过“选培带炼”走上了村干部岗位。

镇安着力加强

后备村干部培养

近日，在商南县过风楼镇白玉沟村老年
服务中心理发室，理发师手法轻柔细致，正
娴熟地挥舞着手中的剪刀，为一位老人剪出
了干净利落的发型。

“我们老年人理个发太难了，美发店价
格有点贵，剪一次发就要花好几十，要是咱
们社区有自己的老年理发室就好了。”这是
白玉沟村村民过去的心声。

老年人在理发时往往只能前往镇上或
县城的理发店，不仅路途遥远，费用也相对
较高。而现在，老年服务中心理发室的开
设，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实
惠的服务。一些村干部、村民也积极参与理
发室的服务，为老人们提供更为周到的关怀
和帮助。

这是商南县过风楼镇白玉沟村推进移
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带来的新变化。

近年来，过风楼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突出问题导向，通过“问题墙”“回音
壁”“红黑榜”建设，创办“文明礼堂”，开展

“有理大家评”活动，带动群众弃陋习、树新
风，不断提升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水平。

白玉沟村党支部按照“自己找、群众提、
上级点、集体议”四种方式，通过自查与党员
群众提相结合的方式对党支部存在的问题
进行梳理。在党支部“自己找”中，村委会班
子坚持实事求是，不掩盖问题、不回避矛盾，
把村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尖锐的难
题梳理出来；在“群众提”“集体议”中，通过
打电话、微信询问、上门走访、召开党员群众
会议等方式，把党员和群众的所需所盼和对
村上工作的意见建议归纳出来，并逐一落实
责任人、明确解决措施和工作时限；在“上级
点”中，通过上级定期不定期督查情况中，列
出村党支部存在的具体问题，严查细改。村
党支部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进行分类落实，
按照问题难易程度，分别落实村委会班子成
员进行解决，特别是对一些矛盾纠纷，充分
发挥设岗定责党员和老党员的调节作用，力
求问题不出村。对于未落实的情况，村党支

部也实事求是，列出办法，打消群众心里的
忧虑，并适时召开党员群众会议，按季度对

“问题墙”“回音壁”列出的问题整改进度、成
效和不足进行通告并接受群众的评价。

白玉沟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一
约四会”为载体，以“文明礼堂”为主阵地，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助推移风易俗
入民心。依托村上丰富的人文资源，广泛动员
村组干部家庭、党员家庭、脱贫致富家庭、军属
家庭、文明家庭成员以及本村的爱心、热心人
士和有号召力、影响力的乡贤，带头成立志愿
服务队伍，在全村大力组织开展了五美村民评
选、五美庭院建设、爱心超市积分兑换、十星级
文明户评选、好公婆好儿媳评选、好家风家训
传承、红色教育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评选
表彰各类先进典型、示范农户，通过培树典型，
宣传典型，用身边的事感染身边的人，使文明
新风深入人心。

针对部分群众办事场地紧张、人手单薄
不够的现实困难以及村规民约不便监督的

实际，白玉沟村建成了文明礼堂，采取村主
建主管、公司领办承办的运营模式。文明礼
堂建成后，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垃圾随地
乱扔、公益设施随意破坏、邻里关系交恶等
不良现象进行了有效遏制，特别是村规民约
对红白喜事场次要求和随礼标准、宴席标
准、烟酒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建立起了移
风易俗的长效机制。

“文明礼堂是群众办红白事的专用场地，
由村红白理事会负责定规矩、定标准、定价格、
定范围、定场次。”白玉沟村党支部书记余益喜
说，“在这座礼堂里举办了多场婚礼，比在酒店
办省钱省事，还少了大操大办的攀比，村里人
的负担减轻了、幸福感增加了。”

白玉沟村还开展“有理大家评”活动，实
行民主决策，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形成民事
民议、民事民办的氛围。

“我们将继续以贴近群众生活、符合群众
意愿的方式，带领群众弃陋习、树新风，不断提
升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水平。”余益喜说。

奏响文明乡风“主旋律”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9月7日，在商州区沙河子镇沙河子村绿丰葡萄家庭农场内，40岁的农场主人
贾延华在为游客采摘葡萄。目前，农场占地面积 21 亩，种植户太八号、阳光玫瑰、
妮娜皇后、蓝宝石、富士之辉5个品种，通过抖音等平台销售。葡萄园从7月开园，
采摘可持续到11月。 （本报记者 王尚锋 摄）特色

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伊培）截至
8月31日，丹凤县委组织部先后组织了
7期“乡村 CEO”培训活动，为全县 120
名村（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开展培
训，棣花镇 8 个村(社区)党（总）支部书
记参加培训。

今年以来，棣花镇始终坚持党管
人才和人才的发展驱动作用，坚持不
懈地在乡土人才培养教育、作用发挥
上下功夫，充分发挥“乡村 CEO”在宣
传新理念、培养新创客、引领新发展中
的示范引领作用。

棣花镇把“驻村大讲堂”作为“乡村
CEO”发挥宣传作用的重要平台，常态化
组织“乡村 CEO”结合自身所学所思所
长，围绕党的建设、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内容，自定题目、
自主备课，每季度举办“驻村大讲堂”不
少于1次，为村（社区）“四支队伍”、致富
带头人、产业大户、群众开展培训，持续
更新发展思路、发展理念。

棣花镇立足镇情实际，充分发挥“乡
村CEO”的人才帮带作用，创新打造“一
中心五工作站”，即棣花镇人才服务中心
和葡萄酒、葡萄种植、猕猴桃产业、核桃
产业、双孢菇产业专家工作站，认真落实

“1＋N”导师帮带制度，引进创业团队6
个、高端人才10余人，建立人才实训基
地5个，培育“土专家”“田秀才”130名，
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

棣花镇注重发挥“乡村 CEO”在
农、文、康、旅等产业发展上的引领作
用，建立了“三个一”工作机制，即一名“乡村 CEO”立足
自身实际发展一项致富产业、联系一个产业链、包抓一批
产业大户，通过带头发展、示范引领、包抓联系，北部坡塬
万亩葡萄基地建设扎实推进，葡萄、猕猴桃、双孢菇等特
色农业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联农带农成效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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