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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铲除野广告

日前，记者采访途经渭滨区高家镇
桑园铺村铁路桥涵洞，看到涵洞内墙壁
上张贴着许多野广告，还有一些用白色
粉笔随意书写的文字、数字，整个涵洞内
看上去比较脏乱。一位路过的村民说，这
里的野广告既影响环境，又容易使人上
当受骗，应赶快铲除。

                                   本报记者组

本报讯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西

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6 月 14 日，

记者走访水果市场了解到，市区西瓜

日供应量 5 万公斤以上，零售价格每

公斤在 3元左右。

当天早上，记者在市水果批发

市场看到，满载西瓜的大货车早已

等在院内，驾驶着面包车和三轮车

的商贩正忙着卸货。“最近西瓜的需

求量明显大了，我每天都要卖 1 万

公斤左右。”在市场做西瓜批发生意

的黄师傅说，进入六月以来，蒲城县

等地的本省西瓜上市后，价格降了

下来，最近零售价保持在每公斤 3

元左右。

据市场管理人员介绍，最近市场

上以蒲城产的甜王西瓜为主，宝鸡当

地西瓜较少。每天送瓜的大货车有十

多辆，日销量在 5 万公斤以上。

          本报记者 张敏涛

凤县

专家当主播 群众学技术

本报讯 近日，凤县留凤关镇农民

学习会线上课堂邀请该县林麝养殖专

家陈凯为该镇群众线上讲授了林麝养

殖相关知识（见上图）。线上直播吸引

了 300 多名林麝养殖户及有意愿养殖

林麝的群众观看学习。

“大家好，今晚 9 点由凤县林麝养

殖协会副会长陈凯老师为大家传授林

麝养殖相关知识，不见不散哦。”当天

傍晚，留凤关镇网红小吕在直播平台

上预告了晚上农民学习会线上课堂的

授课内容。晚上 9 点，留凤关镇农民学

习会线上课堂开讲，林麝养殖专家陈

凯用通俗易懂的家乡话为群众讲授林

麝养殖相关知识。陈凯从养殖技巧、疾

病防治、林麝繁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讲解，还结合自己养殖林麝遇到的难

题，讲了解决办法。群众通过线上交流

的方式向陈凯提出自己的问题，陈凯

作了解答。

据了解，留凤关镇围绕教技术、解

难题、带致富的目的，动员“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

民、发展带头人组建农业专家队伍。根

据群众需求，制定农民学习会“线下线

上”授课“菜单”。5 月以来，组织专家

授课30余次，其中线上直播授课5次，

把致富的好技术、好方法教给了群众。

   （宋文君  吕宇）

眉县营头镇创新管理模式——

农村道路有了路长

本报讯 农村道路是服务

“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如何

让农村道路管理养护更加规范

化？近日，笔者了解到，眉县营

头镇结合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

革，积极推行村道“路长制”，让

农村道路更加干净整洁。

农村公路养护实行“县道县

管、村道镇管村养”三级系统管

理模式，但存在养护人员专业知

识不够、卫生保洁不及时及村镇

监管不严等问题。眉县营头镇以

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模式，成立养

护队，实行村道“路长制”，“路

长”监管辖区内农村公路环境整

治、养护管理及村道应急处置、

路产路权保障等工作，使辖区村

道管理养护更规范。

“此次购买的第三方服务，由

镇上各村 10名有劳动能力的困

难群众提供，主要承担全镇86公

里农村道路的日常保养、绿化修

剪、坑槽修补、夏季汛期应急抢险

等工作任务。”眉县农村公路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江告诉笔者，

他们对养护人员进行了专业系统

培训，在平时工作中，第三方服务

机构也会采取“钉钉”实时签到、

上传工作照片等形式，加强对养

护人员管理监督。      （王菁）

广福
疏通

专业疏通管道, 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疏通专利号 ：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 ：张婷

服务热线3273352
公 告 专 栏

法律
顾问

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程建兵律师 13992732277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 宝鸡柠檬家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丢失公章一枚，号码为：

6103990067551。

麟游县道路运输协会申请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610329MJU50603XL，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此
公告见报日起四十五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
办，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0917-7962122
麟游县道路运输协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 宝鸡柠檬家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丢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号
码为：6103990067552。

* 宝鸡柠檬家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丢失法定代表人私章一
枚，法定代表人为:杨毅丹。

* 杨小军、郑晓珍丢失房产证，
号码为：陕（2018）岐山县不
动产权第 0002140。

* 宝鸡市总工会基建办公室
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Z7930000237101。

不文明现象
曝光台

市场上刚运来的西瓜在卸车

养护队员使用的垃圾清运车

6 月 14 日上午，记者在市区
金台大道西段看到，工人师傅正
在认真清洗街头的直饮水设备，
并对饮水台进行消毒，更换净水
滤芯。据了解，随着天气越来越

热，街头的直饮水机使用频繁，
市住建部门及时组织人员对市
区街头的直饮设备进行检查维
修，确保市民饮水安全。

本报记者 张敏涛 摄

市住建部门

检修直饮水机  确保饮水安全

天热西瓜俏销——

市区日销西瓜 5 万公斤

千阳县冉家沟村：

西瓜空中长  产值噌噌上

乡村振兴进行时

本报讯 6 月 14 日，记者在千阳县

城关镇冉家沟村的西瓜基地发现，这里

的西瓜不是躺在地上生长，而是吊在空

中的。

走进大棚，只见套着网兜的西瓜悬

挂在支架上，个个青翠欲滴、长势喜人，

村民们正忙碌地摘下成熟的西瓜（见
左图），搬运到三轮车上。冉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冉会军介绍，之所以这样种植

西瓜，是因为原先长在地上的瓜品质不

高，而长在空中的瓜受阳光均匀照射，

改善了“阴阳面”，使得整个西瓜甜度

高、品相好，一亩地产量与普通西瓜一

样，可达3000至 3500公斤。

“普通西瓜一公斤 3 元左右，而吊

藤西瓜一公斤可达 5元。”冉会军说，尽

管瓜的价钱贵些，但销量不错，主要在

村口设置的摊点和当地超市销售。据了

解，冉家沟村从去年开始种植吊藤西

瓜，现在发展到 35 亩。本报记者 罗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