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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谆谆嘱托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凤县河口镇安河寺村李成香 ：

养林麝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罗锐

“成香，你辛辛苦苦积累的林麝养殖技

术，为什么毫无保留地免费传授给别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带动乡邻共同致

富是我应该做的。”凤县河口镇安河寺村李

成香的回答，得到了周围乡亲的肯定。因为

在他们的心目中，李成香不仅是一位能扛

起家的“女汉子”，更是一位带领大家奔向

致富路的“女强人”。

李成香今年 41 岁，过去以种庄稼为

生，因为缺乏技术，2013 年她家被认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李成香的丈夫

遭遇交通事故意外离世，使得本就贫困的

家庭雪上加霜。面对家里患病的两个老人

和年幼的孩子，李成香万念俱灰。

群众的困难，帮扶干部看在眼里。他们

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到李成香家走访，一

面安慰她从悲伤中走出来面对生活，一面

鼓励她树立脱贫信心，养殖林麝。身体弱小

的李成香咬紧牙关，暗下决心一定要扛起

家庭的重担。根据李成香的需求，县、镇、村

及时落实了养殖的相关款项，并帮她在后

院建起了圈舍。有了资金和场地，李成香在

农技人员指导下起早贪黑，精心饲养林麝，

从没叫过一声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成香养殖的林麝

从 2016 年的 2头发展到现在的 16 头，每

年出栏仔麝 6头，年纯收入 2万余元。随着

她的精心饲养和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她

家成了安河寺村林麝养殖创业示范点。

“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感谢帮扶

干部，2018 年家里脱了贫，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了！”李成香说，自己富不算富，大家

富才是真的富。在她的带动下，安河寺村已

有 6户发展养殖产业，林麝存栏 40余头，

年实现产值 50余万元。

我市上半年完成
造林绿化26.53万亩

占全年计划的六成以上
本报讯 7月15日，笔者从

市林业局获悉，今年上半年，

全市共完成造林绿化 26.53

万亩，占全年计划任务 40 万

亩的 66.3%，国土绿化美化

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道

路绿化、渠岸绿化、河流湿地

绿化、城市绿化等多管齐下，

以乡村主干道路两侧植树种

花全覆盖为目标，城市绿化

实现增绿 3439.8 亩，村庄绿

化 9772 亩，进一步营造了宜

居环境，提升了群众幸福感。

与此同时，以城乡道路、河堤

植树种花全覆盖为目标，实施

并完成了市域 120 公里高速

公路两侧绿化美化提升任务，

改造提升出入环岛节点景观

18 个 ；并以乡村主干道路两

侧植树种花、河流滩涂植树种

花，延伸带动镇街村、园区、景

区植树种花全覆盖，且均超额

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为推进建设标准化基地

园区，加快干杂果经济林和

苗木花卉建设，我市完成核

桃、花椒低产林改造 8.6 万

亩，新建核桃、花椒基地 2.13

万亩，新发展苗木花卉 2.02

万亩，占全年任务 3.25 万亩

的 62.2%，形成了美化提升

与提质增效双赢的局面。同

时，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60 余场，植树 422.7 万株。

      （罗琴 容妍）

走向我们的          生活小康
城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可报销

今年上半年已惠及近四千人
本报讯 7月 14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

悉，今年以来，市医保部门及时落实“两病”

（高血压、糖尿病）新政策，进一步减轻城乡

居民“两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截至6月底，

全市“两病”用药保障惠及3941人。

“上个月我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买药

的时候就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了，买了200

元的药，自己只掏了80元，医保给报销了

120元，确实给我减轻了就医负担。”身患糖

尿病需长期服药治疗的张女士说。今年以

来，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两病”政策落实落

地，扩大“两病”患者医疗保障覆盖率，市医

保部门统一制定了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

门诊慢性病支付标准，将农合病人高血压糖

尿病门诊慢性病每人每年医保基金支付限

额，分别从500元、1000元提高到1200元、

1500元，与城镇居民支付限额标准一致。城

乡居民普通门诊待遇支付办法及标准，由过

去新农合执行的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60

元的标准提高至现行每人每年80元。另外，

针对边远山区群众到二级医院认定不方便

的情况，市医保部门对全市乡镇卫生院进行

评估，将有能力承担“两病”认定工作的及时

确定为“两病”认定医院，并开放信息平台权

限，使群众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医保报销政

策。同时，进一步简化认定流程，打破户籍限

制，使城乡居民可在市域内任何一家具备

认定资格的医疗机构办理

“两病”认定，并在居住

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镇村卫生机构

就近享受待遇。 
本报记者 韩晓磊

陕西烽火宏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西北最大的电声科研生产企业
本报记者 孙海涛

“声名远播”这个成语，

用来形容陕西烽火宏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再确切不

过——从“声”来说，这家企

业生产的电声器材品类众

多、质量过硬 ；从“名”来说，

这家企业不但是高新技术企

业，其拥有的国内首屈一指

的实验室，更是在业界闻名。

“在西北地区，我们是电

声器材研发、生产名副其实

的‘状元’。”陕西烽火宏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治

平说，这个“状元”来之不易。

2019 年，公司的主导产品——

各种扬声器系列，电声器件、

微型器件系列，手持式、手柄

式、头戴式、头盔式、通信帽等

电声组合件系列，有线无线通

信产品系列，技术性能均达到

或优于国外同类产品，产值达

到 2.7 亿元。

这家公司发展的“密码”

是什么？科技创新。记者了解

到，该企业目前拥有各项专利

40 余项，在极大提升竞争力的

同时，也让企业更有话语权。

近年来，企业在科技领域的投

入不断加大，2018 年，企业

在科研方面投入 1588 万元，

2019 年更是创纪录达到 2380

万元。

据了解，该企业研发生产

的产品不但在国内民用领域

应用广泛，而且在外贸出口中

占有一席之地。目前，该企业

生产的电声器材产品已出口

以色列、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

本报讯 7 月 14 日，

麟游县两亭镇叶家塬村

蔬菜园区内，白菜长势

喜人，村民们正在采摘

大白菜，忙得不亦乐乎。

群众依托蔬菜产业稳定

脱贫增收。

叶家塬村蔬菜园区

位于两亭镇以西，土地

肥沃、交通便利。该村依

托地域优势发展蔬菜种

植，目前已建成 57 座蔬

菜大棚，种植生菜、有机

菜花、娃娃菜、白菜、甘

蓝等多个品种。

2018 年，叶家塬村

整合全村可灌溉、条件

好 的 土 地 3060 余 亩，

以土地资源与一家公司

合作建起蔬菜园区，每

亩地每年每户可保底分

红 500 元。另 外，使 用

苏陕扶贫协作资金和三

变资金，与一家公司进

行合作，建设冷库、蔬

菜大棚、交易市场等基

础设施，产权归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所有，每年

为 71 户贫困户进行分

红。蔬菜园区每天吸纳

近 50 人务工，其中有贫

困群众 39 人，日工资每

人 80 元左右，有效带动

了当地群众增收和贫困

户脱贫。

        （田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媒体县区行

麟游县两亭镇叶家塬村 ：

建起蔬菜园区  群众稳定增收

员工正在加工电声组合件产品

之

宝鸡

之十一
最李成香准备给林麝喂食

村民在采摘大白菜

百姓
注关

（上接第一版）据了解，疫情发生后，我

市近 2000 名干部对接帮扶全市 336 个

重点项目，全力护航项目建设。

我市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市县两级政府灵活施政、创新举措，

为重大项目开工落地打开新空间，释放

出更大的活力。据统计，截至 5 月底，

576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94.83

亿元，完成率 44.37%，其中续建项目

267 个、新建项目 309 个，新建项目开

工率 81.55%。各县区相继举行重点项

目开工仪式，见证着我市经济克难而上

的宝贵韧性。

向未来投资  把握发展机遇
在秦岭腹地，宝坪高速公路项目正

在紧张施工，全线路基、桥隧工程即将

完工，有“世界第一隧”之称的天台山隧

道进口段已经贯通 ；同样在大山深处

施工的太凤高速已经进入沥青路面铺

筑阶段，预计 9 月建成通车 ；旬凤高速

建设现场，高速公路在沟壑中一米米延

伸，成为山区群众致富的希望。

“这三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

提前实现我市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对我

市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交通是面向未来的投资。今年以

来，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动力十足。6 月

28 日，关中环线眉县经岐山至凤翔高

速公路、麟游至法门高速公路项目同时

开工，“三横两纵两环”的高速公路网逐

步清晰，对于我市进一步吸纳各项经济

要素、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带

动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节点城

市，我市的物流运输能力影响着未来

的发展格局。6 月 17 日，载有 200 辆

吉利汽车的货运专列，首次从阳平铁

路物流基地出发。作为国家确定的二

级综合物流基地，阳平铁路物流基地

的开通运营，将助力我市构建多式联

运、立体高效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接

下来，基地还将提升冷链存储、物流仓

储能力，打造更加高效优质的枢纽经

济服务平台。

抢滩新基建、培育增长极，正在成

为我市新的发展潮流。位于陈仓区的陕

西省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智能车间里，

不到 20 秒，一件汽车底盘结构件就焊

接完成 ；在宝鸡机床集团，每一台出售

的机床都纳入“宝机云”平台，通过平

台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给公司产品的售

后、研发、改进提供依据。作为新基建的

重点领域之一，我市工业互联网的投资

和建设处于提速阶段，目前已形成 22

个机器人产业项目持续发力的格局，迎

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标准定位  建设引擎加力
远眺正在建设的宝鸡大剧院，其屋

顶流线像三片凤凰羽翼，随河边的清风

飘浮在城市之中。作为第九届陕西省艺

术节主会场，宝鸡大剧院坚持高标准设

计、高水平建设、高效率施工，目前进展

顺利。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市新的地

标式建筑。

文化产业项目走出了一条质量型

内涵式发展新路，工业支柱产业更是在

“强筋壮骨”上持续发力。在工业产业

布局上，我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汽车产业、钛

及钛合金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不断完善，

实现了串链、补链、强链 ；西凤集团、红

旗民爆集团加快推进改革步伐，西凤酒

扩建技改等 6 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实施，综合保税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高新区科技产业园、陆港智能装备产业

园、高档( 智能) 数控机床产业化项目

等顺利推进，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

增强。据统计，市国资系统纳入统计口

径的 28 户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4.24% ；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增速较

一季度均有大幅回升。

时光如梭，2020 年已经过半，全

市上下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按下项

目“快进键”、打出落实“组合拳”、跑出

推进“加速度”，书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