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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路成了村民的幸福路
——我市合力铺筑“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黎楠

“自打有了门前这条通村公路，

周末游客明显多了，还有不少是西

安、咸阳的呢。村里种的黄瓜、西红

柿等各种蔬菜也不愁卖了。”近日，

在扶风县城关街道黄甫村，村民鲁

锁利对记者说。这里说的通村公路

是我市“四好农村路”（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示范创建工作的一个

缩影，这些“农村路”如今已是村民

眼中的“致富路”“幸福路”。

近年来，我市扎实开展“四好农

村路”示范创建工作。2021 年，完

成建制村通双车道 71 公里，通村公

路完善 208 公里，集中居住 30 户以

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60 公里，新建和

加固农村公路桥梁 19座 626 延米，

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6亿元。在

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全市各级交通

运输部门积极推进巩固交通脱贫攻

坚成果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明确了新形势下交通运输服务

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的任务目标和具体措施。

扶风县大力实施“交通+产业”

工程，先后为扶风胜利食用菌、羊吉

岭甜柿子、元宝枫苗木、杏林杨家沟

樱桃产业园、城关街办黄甫村水果

蔬菜产业园等修建公路 28 公里，支

持了农村产业的快速发展；岐山县

把“运营好”作为“四好农村路”的落

脚点，实施公交化改造，解决农村群

众乘车难的问题，同时联合邮政物

流速递、农村淘宝、农村超市，在各

镇设立物流服务站、在行政村设立

村级物流服务点，打通了从县到村

“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难关；千阳县

对农村公路两侧绿化进行全面升

级，按照一路一树种，一路一景观的

目标，打造美丽农村公路；陇县对

全县 1443 公里通村公路全部纳入

集中管护，公开选聘村公共基础设

施管理员，倡导“谁使用、谁受益、谁

管护”……

一条条通向村民家门口的“四

好农村路”，为广大农村群众带来了

商机、带来了富裕，也让农村环境越

变越美，村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市住建局加强对建筑工地督导

强化日常监管  做好扬尘治理

本报讯 建筑工地扬尘问题整改

得如何？近日，针对第二轮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市住建局走

访相关单位，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

督导检查。

据悉，在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查中，发现部分施工工地存在覆盖

不到位、道路未硬化、无洗车台或洗

车台有故障等问题。为此，市住建局

督察组每周督导检查两天，项目监督

员每天检查落实，并按照建筑施工

“六个 100% 管理+ 红黄绿牌结果管

理”防治联动制度，不断加大督导检

查力度。根据督导发现，这些施工工

地中存在的扬尘污染、黄土覆盖不到

位等问题已整改到位，并根据相关要

求增加了喷淋频次。商砼企业存在的

物料输送封闭不严、作业未喷淋等问

题也全部整改完毕。

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

前，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扬尘监测仪、

雾化设施已全面实现与主管单位信

息化平台联网，他们将继续强化日常

监管，加大县区住建部门工作督查力

度，做好建筑工程扬尘治理，打好蓝

天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李一珂

落实纾困政策要当快则快
柳玫玫

近日，从中央到地方都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以帮助
企业爬坡过坎、渡过难关。助力企业解
燃眉之急、增强企业应对危机能力，不
仅要出实招、出真招，更要拼速度、出快
招，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早见成效。

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越是形势不好，越要给企业更多
的信心、更好的支持。今年以来，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及疫情冲击，许多企业在发
展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市场
萎靡、资金吃紧、物流不畅、成本增加等
问题让企业苦恼不已，有的企业甚至因
为这些问题而岌岌可危，徘徊在生死边
缘。在这个紧要关头，减税降费、扩能技
改奖励、稳岗补贴、阶段性社保费缓缴、
房租减缓及贷款展期、加大信贷投放
等政策措施，不啻于洒向企业的“及时
雨”“救命水”，对于缓解企业困难、提振
信心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而惠企政策的最终效果，和落实力度、
速度都息息相关。速度越快，企业主动
权就越大，就能早减损，早去捕捉更好
的发展机会。近日，笔者到某企业了解
情况时，该企业负责人就坦言，基于对
行业前景的信心，如果他们能获得更多

的信贷支持，就打算趁现在行业低迷、
别的企业犹豫不决时，去建设新的生产
线，抢占新的市场份额。

加快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力度，需
要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真正急企业之
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大力发扬务实高
效的工作作风，不推诿扯皮、不拖拖拉
拉，今日能办完的事绝不耽搁到明日。
要知道，企业摆脱困境更为紧要和迫
切，因为这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
问题，它既牵扯到众多员工的岗位和生
计，更关系到全市经济社会的繁荣。各
级干部要讲大局、顾大局，担当奉献，在
关键时候靠得住、顶得上。同时，纾困政
策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要加强联动，
协同发力，力争各个环节不掉链子。要
把情况摸清、把政策吃准，把企业的困
难和需求了解得更全面和细致，对一些
还不了解帮扶政策的企业要主动服务、
靠前服务，力争纾困政策应知尽知、应
享尽享、应享
快享，让更多
企业感受到
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看到
希望。

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为有效提升公司处置各类突发

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6月 8日至 9

日，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

27号仓库、907车间进行了消防应急

救援、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公

司 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演练活动。

消防灭火演练，以 27 号仓库突

发火情为背景。公司消防控制室接到

火情后，微型消防站立即组织人员处

置火情。演习过程中，微型消防站接

警反应迅速，参演人员操作灭火设备

规范，灭火力量组织有序，火情在最

短时间得到控制，达到了演习效果。 

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以

一名制酒工不慎跌入窖池后昏迷，车

间迅速救援为背景。车间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在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后，立

即组织应急人员下窖救援，并及时送

医，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演习过程中，医护人员还现场演

示了心肺复苏术全过程及操作要领，

参培学员对教学模型进行了心肺复

苏实操练习，熟练掌握了心肺复苏的

方法要点，提升了学员应急救护能力

和急救水平，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的

开展，检验了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

司应急预案的有效适用性，锻炼了公

司应急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提升

了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

能力，为公司安全发展奠定了更加坚

实的基础。               （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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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农168小麦品种通过国审
初步测产最高亩产量 700 公斤以上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我市农科院选育的秦农

168 小麦新品种，获得第四届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

编号为国审麦 20220128，是市农科

院继秦农 142 国审品种后的又一个

国审品种。

据了解，秦农 168 是市农科院

科研人员历时 18年，经过多点反复

试验而选育成功的一个高产、抗病、

耐逆性强、适应性广的小麦新品种。

市农科院科研人员在 2004 年 4 月

以中穗多粒、分蘖力强、高抗条锈、

落黄好的秦丰 197 为母本，以黄淮

麦区种植面积大、高产稳产、综合抗

病性好、适应性强的周麦 18 为父

本，通过有性杂交选育而成。该品种

在选择过程中，采用水旱轮选、病害

鉴定、抗寒性鉴定、抗倒性试验、多

年多点异地适应性试验的层层筛选

淘汰，最后通过室内籽粒商品性和

品质测定筛选而成。秦农 168 小麦

新品种在参加中种黄淮麦区南片小

麦试验联合体水地组 2019、2020

两年区域试验中，平均亩产 542.7

公斤，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4.24%，

2021 年在参加的中种黄淮麦区南片

小麦试验联合体生产试验中，平均

亩产549.9公斤,比对照周麦18增

产 5.39%，居参试品系第一位。

该品种 2022 年在陈仓区、岐山

县、市农科院试验基地示范展示中，

表现出穗多穗长粒大、抗病落黄好、

抗倒性强的优势，经多个示范点初

步测产，最高亩产量 700 公斤以上。

                 （宋文君）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眉县常兴镇北塬村

开办面粉厂 鼓起钱袋子

乡村振兴进行时

创建四好农村路
建设美丽新农村

快评
西秦

本报讯 5 台机器高效运转，颗粒

饱满的小麦经过去皮、研磨等工序被加

工成面粉 ( 见右图)。这是记者 6月 11

日在眉县常兴镇北塬村面粉加工厂看

到的情景。据了解，该面粉加工厂自今

年 1月份建成投产以来，已盈利 15 万

元，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并让不少

村民受益。

北塬村种植小麦 3500 亩，是眉县

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村。为壮大村集体

经济，增加村民收入，村上通过多方调

研、考察，决定发挥小麦种植产业优势，

投资 105 万元，建设村级面粉加工厂。

2021年 9月该项目开工建设，今年1月

建成投产，每天可加工小麦 16吨，生产

面粉 12吨，年产值可达 800余万元，盈

利40万元，年底统一给村民分红。

据悉，该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解

决了村民小麦销售问题，实现小麦种

植、加工、销售“一条龙”，有效延长了产

业链，而且还为全村 8个剩余脱贫劳动

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受到群众广泛赞

誉。村民张福礼高兴地说：“真没想到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一个月能挣 3000

元，感谢村上给我提供的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邵菲菲

出工地前车辆轮胎在洗车台上清洗

扶风县城关街道黄甫村的通村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