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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夺食战三夏
扶风县召公镇后董村

划分作业网格  集中连片收割
本报讯 （记者 魏薇）调集

收割机、作业网格化、干群齐动

手……6月 9日，艳阳高照，扶

风县召公镇后董村夏收场面热

火朝天，他们按照“收割一片、

打捆一片、清运一片”的要求，

正在高效抢收小麦（见右图）。

“这两天我们调集了15台

收割机、45辆运输车投入到

村里夏粮抢收工作中。”召公镇

后董村党支部书记陈宝宝告诉

记者，后董村建立了“村包组、

组包田，责任到田、责任到人”

的网格化包联机制，以组为单

位，将全村划分成87个农机作

业网格，连片压茬抢收，确保夏

粮及时收割，为夏播争抢时间。

村上合作社的农机服务

站对本村村民的田地收割价

每亩优惠 30 元；为解决有些

农户家里劳力不够的问题，村

党组织组建“突击队”，发动党

员干部 84 人，帮助无劳动力

户进行收割转运；他们还明

确专人 24 小时值班，提供收

割机及时调度、油料供应、生

活物资补给等服务。

后董村种植小麦 5254

亩。截至目前，村上已收割小

麦 3000 余亩。

渭滨区峪泉村商户

让出门前水泥地
邀请村民晒小麦
6 月 8 日，记者在渭滨

区峪泉村看到，附近沿街十
多家商户门前的水泥地上都
晒上了小麦。峪泉村地处城
乡接合部，村民缺少晾晒场
地。商户得知这一情况后，纷
纷主动腾让门前的水泥地让

村民晒麦。“夏收就这么几
天，影响不了生意。”在此开
店的郭玲说，前阵子连阴雨，
小麦湿度大，看到村民为晒
麦心急，他们主动邀请农户
在门前晾晒小麦。

本报记者 张敏涛摄

岐山县京当镇全方位做好夏收服务保障——

免费开放23个晾晒场
“感谢政府提供场地，我家

的小麦有晾晒的地方了。”日
前，岐山县京当镇京当村一村
民高兴地说。

据悉，为保障群众小麦晾
晒场地需要，京当镇动员机关、
企事业单位全面开放院落、广
场、操场、可利用厂房等场所，
为群众晾晒提供便利。同时，要
求所有烘干设施经营主体做好
设备保养检修，全力运转，最大

限度为群众提供烘干服务。截
至目前，该镇已免费开放晾晒
场 23 个，可晾晒面积达 1.84 万
平方米。同时，全镇调配 55 台
收割机、1 台烘干机，小麦日处
理能力 100 吨。全镇设置 3 个
农机服务接待站，各村幸福院
为外来机手提供免费食宿，做
到饮食、燃油、维修“三入田”，
全方位做好夏收服务保障。

甘泉摄

金台区西关街道太平堡村村民

保护古槐树  传承好家风
本报讯 （张蓉）近日，笔者在金台

区西关街道太平堡村，看到一棵200年

树龄的古槐。村民说，过去，老人们常在

树下为孩子们讲述祖辈勤俭持家、建功

立业的故事，如今，大家为这棵象征吃苦

精神的古槐建起围栏，激励年轻人脚踏

实地，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这棵古槐位于太平堡村西边的一

条村道旁，高二三十米，树干粗壮，树

冠巨大，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郁郁葱

葱（见右图）。提起古树，路过的村民都

能聊上几句。他们说，过去，每到吃饭

时间，村民都会端着饭碗聚到树下，老

人们讲述祖辈在艰难困苦中奋斗打拼

的故事，孩子们津津有味地边吃边听，

听着听着，这些故事就在心中生根发

芽，激励他们踏着先辈的足迹成长成

才，在社会各个领域建功立业。

如今，为更好传承和弘扬村风民

风，太平堡村建起了村史馆，还为古槐

建起了围栏。村党支部书记赵宝萍说：

“这棵古槐成了先辈吃苦精神的象征，

受到村民的保护和尊敬。”

寻找宝鸡古树

青春与文学撞个满怀
“名家艺术课堂”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宝职院

本报讯 （记者 麻雪）6

月 8日下午，宝鸡市文联“名

家艺术课堂”志愿服务活动走

进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首场报

告会举行。现场，市文联在宝

职院挂牌“宝鸡文艺名家艺术

课堂”，这既是我市志愿服务

方式的新拓展，也标志着我市

名家艺术课堂在专业化、规范

化、品牌化发展上更进一步。

近年来，宝鸡市文联通过

创办的“名家艺术课堂”活动，

以“名家讲座、技艺传授、优秀

作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向全

市各中小学、大专院校、机关、

社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文学、

书法、美术、舞蹈等多个艺术

门类辅导，把文艺服务送到广

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的身边，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当天，市作家协会不但

组织优秀作家为学生讲授文

学欣赏常识、分析中外文学

名著等，还捐赠了一批近年

来宝鸡本土作家出版的小

说、诗歌、散文等优秀书籍。

据了解，此类志愿服务活动

将常态化开展。

本报讯 （记者 杨曙斌） 

“我们今天全村总动员，预计两

天就能收完2000亩小麦！”6

月 9日，凤翔区南指挥镇八旗

屯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治锋说。

连日来，南指挥镇抢抓时机双

管齐下，一边抢收一边夏播，目

前全镇收割小麦6500亩、种植

玉米等农作物1500亩。

南指挥镇地处凤翔区最

南端，12 个村共种植小麦

5.7 万亩。6 月 5 日以来，该

镇小麦抢收重点区域由南向

北逐步推进。9 日下午，南指

挥镇西村党支部书记宫保熊

说 ：“目前 2000 亩小麦已经

收了七成，同时还动员群众

在雨前尽量多种玉米，已经

完成夏播 120 多亩。”据连村

党支部书记严别让介绍，6

月8日全村已经抢收完小麦，

目前已经种了400多亩玉米，

预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和去

年基本持平。

南指挥镇镇长赵轩江表

示，当前全镇统筹调度农机

110 台，帮助群众协调各类晾

晒场所 196 处，成立抢收抢种

服务队 43 支，及时安装 3 套

粮食烘干设备并投入使用，全

镇 1400 余名党员干部和志愿

者奋战在“三夏”生产一线。

从 9日起，全镇展开小麦抢收

大会战，全力动员群众应收尽

收，并及时进行夏播，争分夺

秒确保颗粒归仓。

连村群众播种玉米

凤翔区南指挥镇

抢收抢种两不误

器·鉴展清风廉韵
宝鸡周秦廉政文化展在青铜器博物院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燕）

近日，由市纪委监委、市文物

局主办，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承办的“器·鉴——宝鸡周秦

廉政文化展”，在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展出。展览吸引了不

少单位的党员干部前往参观

（见上图），接受心灵洗礼，汲

取精神动力，激发忠诚干净

担当的底气、正气、勇气。

举办这次展览是我市创

新廉洁文化建设和清廉宝鸡

建设载体、一体推进“三不腐”

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今年我

市加强纪律建设和开展第六

个纪律学习教育宣传月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展览分为

“起源·公私”“个人·崇德”“社

会·尚礼”“国家·尊法”四个

单元，深刻阐释文物中蕴含的

厚德养廉、公而忘私、清正自

守、光明坦荡等丰富的廉洁思

想，并通过 107 组周秦文物，

以器为鉴，弘扬崇廉尚洁的价

值理念，展示周秦时代宝鸡深

厚而多样的廉政文化。

本次展览遴选出 100 余

件蕴涵廉政文化元素的周秦

时代文物展品，这些文物均是

宝鸡地区出土，尤以周秦青铜

重器为主，包括“何尊”“大盂

鼎（复制品）”“龙纹铜禁”“㝬

簋 ”“ 四 十 三 年 逨 鼎 ”“ 墙

盘”“逨盘”“吕不韦八年戈”等

80 余件国宝重器。在规模性

展示珍贵文物的基础上，将文

物有机组合，通过文物性质、

组合形式、铭文内容等多元角

度对其进行解读，提取周礼秦

制中的廉政观念，并与当今廉

政理念相联系，传递以器为

鉴，崇廉尚洁的价值理念。 

据了解，此次展览至 8

月底结束。

祝嘉摄

六个坚持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群众体育和体育文化宣传工作会议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巨侃）6

月 9 日上午，陕西省群众体

育和体育文化宣传工作会议

在我市建国饭店召开，会议

就进一步推动全省群众体育

和体育文化宣传工作高质量

发展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宝鸡市汇报了四

健会筹备组织情况，省足管

中心、省篮排中心就推动“三

大球”发展作了交流发言，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省体

育局法规宣传处分别安排了

2023年群众体育和体育文化

宣传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为进一步推动

全省群众体育和体育文化宣

传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六

个方面“坚持”：坚持政治引领，

深刻领会全民健身和体育文

化宣传的重大意义；坚持改革

创新，为推动陕西体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坚持

人民至上，让全民健身服务三

秦、体育文化宣传贴近群众；

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体育文化

宣传薄弱环节、补齐全民健身

工作短板；坚持贯通联动，省

市县齐心协力做好全民健身

和体育文化宣传工作；坚持安

全第一，坚决守牢群体赛事活

动和网络舆情两条安全红线。

宝鸡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宏阳参会并致欢迎辞。

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
我市召开数字经济发展暨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邓亚金） 

6 月 8日至 9日，我市召开数

字经济发展暨数字政府建设

工作推进会。副市长张昭参

加推进会并讲话。

据了解，2022年，我市先

后谋划启动了宝鸡数字经济

产业园、移动宝鸡数据中心等

一批数字经济领域重点项目；

市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1+N+N”模

式入选全国地方政府推进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实现市县镇 5G网络三级覆

盖，行政村5G网络覆盖率达

80.77%；我市智慧城市建设

水平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张昭要求，全市上下要

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

遇，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

业化为主线，以项目建设和

经营主体培育为抓手，突出

新兴产业培育孵化、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

力提升三个重点，加快打基

础、补短板、扬优势、挖潜力、

增动力，推动全市数字经济

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会前，与会人员前往眉

县数字运营管理中心、咸阳

市武功县电商物流园、铜川

市耀州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和

渭滨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实

地观摩和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