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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张家塬镇新文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抢收辣椒

雨水开启“包月”模式 

20天里有19 天在下雨

“今年秋天的降雨总量不算多，

只是降雨时间集中，连续下了十几

天，所以让人觉得雨很多。”市气象台

高级工程师韩洁说，这种持续性阴雨

天气来源于华西秋雨。

据介绍，华西秋雨指的是我国西

部地区秋季多雨的特殊天气现象，主

要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甘肃

东部和南部、陕西关中与陕南及湖南

西部、湖北西部等地，一般出现在每

年的 9 月至 11 月。唐代诗人李商隐

《夜雨寄北》中最著名的两句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描写的就是华西秋雨。

“宝鸡处在华西秋雨的范围内，

我们称之为秋淋天气。”市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孟妙志介绍说，气象部门每

年从 8 月 20 日开始监测秋雨，目前

来看，今年累计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

比差距不大。

为什么市民觉得今年雨很多呢？

“因为今年的持续降雨时间特别长。”韩

洁解释，往年秋雨下得比较早，“处暑”

节气后就开始了，下几天停几天，中间

有个间隔。今年的秋雨其实迟到了，9

月 17日才来，一来就不走了，一直到

10月 6日，20天时间，只有9月30日

1天没有下雨，是十几年来我市连续降

雨时间最长的一年。

或许是为了把错过的雨补回来，

今年秋雨一“上线”就开始“冲业绩”。

根据市气象台监测，9 月 17 日至 10

月 12 日，全市先后出现 5 轮降水天

气，平均降水量为 132.4 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七成，其中扶风县降水量

最大，较常年同期偏多 1 倍以上。全

市各县区平均降雨天数为 19 天，较

常年同期偏多 10 天。

上周末，我市举办了两场大型活

动，天气很给力，雨水“休息”了几天。

10月 17日至 18日，我市各县区再次

迎来小到中雨。据市气象台预报，10

月 21日至22日，我市还有一次降水过

程，量级以小雨为主，并伴有弱降温。

秋天迟到14天创最晚纪录

气温略高但光照相对不足

“今年，宝鸡的‘入秋’时间为 9

月 18 日，比常年晚 14 天。”韩洁介绍

说，在气象学上，通常将立秋之后连

续 5 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22℃以下

的开始日作为秋季的开始。根据气象

记录，宝鸡“入秋”的平均日期为 9 月

4日，今年是我市入秋最晚的一年。

不过，秋天的到来并非“循规蹈

矩”。在我市气象史上，最早的入秋时间

为8月1日，出现在1952年，那一年的

秋天长达103天，是我市最长的一个秋

天。我市秋天平均长度为65天，最短的

一个秋天仅40天，出现在1994年。

秋天“迟到”，夏天就要“加班”。自

6月 6日入夏以来，今年夏天累计达

104天，比我市夏天平均长度多8天。

对于秋天“迟到”的原因，韩洁

解释说，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的位置较常年偏西偏北。据介绍，我

市地域范围处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边缘，每年 9 月以后，副热带高压

势力减弱，开始自北向南撤退，北方

冷空气也开始南下，我市气温随之降

低，达到气象学标准时正式入秋。和

往年相比，今年 9 月，副热带高压位

置偏西偏北，盘踞在我国南方上空，

同时北方冷空气势力偏弱，导致我市

气温降不下去、高温维持，拦截了入

秋步伐。

我市气象数据也显示，今年 9 月

至 10 月上旬，市区最高气温 32℃，

最低气温 10℃，平均气温 18℃，较常

年同期偏高 1℃。

入秋以来，我市气温虽然较常年

高，太阳却很少“露面”。“除了雨天就是

多云天气，晴天很少，所以日照明显偏

少。”孟妙志查阅气象资料后介绍，9

月 17日至 10月 12日，我市日照时数

最多的是陇县，为35小时，较常年同期

少八成。日照时数排名第二的是金台、

渭滨，为33.8小时，较常年同期少七

成。凤县日照时数最少，仅18.4小时，

较常年同期少六成。其余县区也都较

常年同期少六成至七成。

集中秋雨影响农业生产  

抓紧时间抢收抢种

9 月下旬至 10 月，是我市秋收

秋播的关键期。今年的天气，对于农

业生产有哪些影响？ 

“秋淋如果来得早且持续时间长，

就会造成玉米生长期延长，该秋收时

成熟不了。今年我市秋淋天气来得晚，

对玉米等秋粮生长没有造成影响，但

是推迟了秋收秋播。”孟妙志说。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

今年的秋淋天气，虽然不利于机收

作业和已收获秋粮晾晒，但降水可

提供充足的底墒，对后茬作物播种

出苗有利。

近日，记者在岐山县雍川镇楼底

村的农田里看到，成片的玉米勾勒出

一幅丰收的美景图，青贮饲料收割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排排玉米秸秆被

快速切割、粉碎，运输车紧跟收割机，

将饲料收集起来。据介绍，楼底村今年

种植玉米2000亩，已经于 10月 17日

全部收完。

连日来，我市各县区趁着晴好天

气抢收抢种，对墒情适宜地块，农业农

村部门和镇村干部及时组织机械进地

收获；对土壤湿度过大地块，调集履带

式收割机或对现有收割机进行适当改

装后收割；对机械不能进田的地块，迅

速组织人工收获；同时，积极推广宽幅

沟播、种子包衣等技术，对晚播小麦地

块施足底肥，促进小麦根系发育和分

蘖增多，为明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据了解，截至 10 月 16 日，全市

已收获秋粮 167.85 万亩，占应收面

积的 87.4% ；完成秋播 257.3 万亩，

占计划任务的 90.6%。其中，眉县、

金台区秋收秋播任务都已完成，陈仓

区、渭滨区已完成秋收任务，千阳县、

麟游县已完成秋播任务。

苹果成熟时间推迟 

专家提醒防范秋霜冻

10 月 17 日，在凤翔区田家庄镇

寺头村的苹果园里，工人正抓紧为苹

果脱袋。“我们合作社的晚熟苹果今

天就全部脱完袋了，接下来要抓紧时

间铺反光膜。”金圣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赵建兵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的

连阴雨导致晚熟苹果脱袋时间推迟，

收获时间也将随之推迟。

“今年的秋淋天气正处在苹果的

着色期，大量降水会推迟苹果的成熟

时间，日照不足还会影响苹果着色。”

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主任何可杰

说，果农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秋

霜冻、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的不利

影响。

市园艺站高级农艺师杨叶表示，

持续低温寡照天气导致光热条件不

足，会使大棚蔬菜生长缓慢，而且棚内

通风时间短、湿度大，容易造成病虫害。

建议农民朋友及时修剪老叶，保证通

风 透 光，

除虫时可

以使用烟

雾 剂，这

样不增加

棚内空气

湿 度，防

治效果更

加明显。

10 月 15 日，久违的阳

光让市民心花怒放，大家纷纷走上街

头观看宝鸡马拉松比赛，为跑友加油助威，还有人

去金台区硖石镇赏红叶，晚上又去市体育场欣赏演唱会，

忙得不亦乐乎。可到了 10 月 17 日、18 日，“黏人”的秋

雨又来了，早上出门上班上学又开始堵车。“雨水简直办

了‘包月套餐’！”面对绵绵不绝的秋雨，一些市民在朋友

圈调侃。“今年秋天到底下了多少雨？”“这种天气对秋收

秋播有啥影响？”带着市民和农民朋友的疑问，记者采

访了气象专家，也请一些农业专家给出了建议。

绵绵              知多少?秋雨

公告专栏 服务热线3273352
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程建兵律师 13992732277

法律
顾问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宝鸡市虹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开发建设的虹桥高新茗苑项
目，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款的规定。以上违法事实有现场
视频、照片为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

你单位做出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的行政
处罚。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公
告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请你单位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局（地址：金台
区方圆大厦 3A-01 室，联系人：师浩华，联
系电话：0917-3666562）领取《行政处罚决
定书》（宝住建消行罚字〔2023〕20 号），逾期

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宝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金台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10 月 20 日

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 王红利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6201022449。

* 宝鸡庞博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丢失税控盘，号码为：

661829960386。

*张彦堂丢失残疾人证，号码为：61032119600527233942。

百姓
注关

本报记者 李小玮

（上接第一版）对此，市委书记杨广

亭、市长王勇多次批示，要求链主、

群主单位上“争”外“引”，持续延链

补链强链，搭建我市数控机床产业

发展的大舞台。

今年上半年，市领导多次带队

拜访工信部、省工信厅，就宝鸡工业

母机产业发展和秦川机床国家工业

母机创新中心进行对接汇报，力争

优质产业项目布局我市。同时，市领

导还带队拜访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就宝鸡承办协会有关重大活动

进行了交流，寻求合作契机。

在得到积极回应后，我市已初

步拟定在今年 12 月举办中国机床

工具工业协会年会暨宝鸡机器人和

工业母机展览会。目前，市数控机床

产业链工作专班正在紧锣密鼓地精

心筹办。“在家门口举办自己的展

会，是企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愿

望。市领导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成

功促成这件事。这是宝鸡机床工业

的大事、喜事，必将进一步提升宝鸡

机床工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秦

川集团有关负责人感慨良多。

练就“强”的本领 
增添发展新活力 

秦川集团权属企业宝鸡机床集

团有限公司，是我国重要的中高档

数控机床研发生产基地和智能制造

基地。多年来，公司坚守机床主业不

动摇，以“匠心智造中国好机床”为

使命，主营业务收入多年来稳居中

国机床行业前列。

为了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宏伟

目标，宝鸡机床集团规划建设宝鸡

机床集团高档数控机床工业园，旨

在提升高端五轴加工中心、车铣复

合和自动化产线的研发与制造能

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为了

推进项目建设，我市召开专题协调

会，最终以宝鸡机床集团高新一路

厂区土地置换和政府项目资金支

持的方式解决了项目场地与资金

问题。目前，该项目正在按计划有

序推进。

“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鼎力

支持，这个项目进展不会这么快！”

宝鸡机床集团受访者说。

窥斑见豹。在全市数控机床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战场上，市

级领导、专班人员主动靠前，下沉

一线，帮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助力

企业攻坚克难、稳步向前，为实体

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专班

成立以来，我们搞了两次系统性调

研，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持

续推动落实《宝鸡市数控机床产业

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各项工

作任务。在助推企业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在经济发展第一线充实了

自己、得到了历练！”市政协民族

宗教和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

赫卫东说。

近年来，专班人员进京汇报、南

下招商、多方推介，成果明显。今年

1 至 7 月，全市数控机床产业链招商

引资在建项目 3 个、在谈项目 2 个，

项目总投资 14.8 亿元。

有了各级的助推，全市数控机

床产业链上的各大项目正按《宝鸡

市数控机床产业链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有序推进。目前，秦川集团规划

建设的高端智能齿轮装备研制与产

业化项目、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加

工高端装备产业化项目、高端数控

机床产业能力提升及数字化工厂改

造项目、秦创原·秦川集团高档工业

母机创新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今年

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6 亿元，占

年度任务的 60% 以上。

练好“优”的功夫
提升发展高品质 

在我市，很多机床企业经常为

法兰表面处理而发愁。因技术不达

标，只能拿到外地去处理，无形中增

加了生产成本。实际上，产业链上的

这种短板，几乎存在于所有有色金

属加工企业。杨广亭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要求有关部门进行科研论证，

拟在我市建立一个有色金属表面处

理产业园。

“我们已按照要求，印发《关

于有色金属表面处理产业园的调

研》。”市工信局装备科科长王波说。

宝鸡山崎精工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面临经营场地小、产业园工艺链

不足两大难题。渭滨区有关领导得

知情况后，主动找到该企业负责人，

邀请该企业搬迁至姜谭经开区内，

并带着企业负责人多次到市级部门

协调相关问题，帮助企业办理手续。

目前，该企业的用地审批手续已全

部办结，项目将在近期动工。

想企业之所想，做企业之所需，

尽一切可能为机床装备产业延链补

链强链。这是上至市委、市政府，下

至市级相关职能部门、产业链相关

成员单位的共识和行动。

市级产业链持续优化推进机

制，工作专班定期召开产业链推进

会，检查目标任务落实，协调解决困

难问题，使产业链提升工作推进方

向更加明确、重点更加聚焦、措施更

加实化。市工信局等部门积极争取

国家工业强基战略、省级工业转型

升级等中省相关产业政策和专项资

金，对重大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

技术改造项目等给予重点扶持。去

年以来，宝鸡机床集团入围工信部

“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企业”名单，秦

川机床集团、宝鸡机床集团成功申

报为省级智能制造项目，赛威机床、

渭河工模具等 6 户企业先后获批国

家级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六环装备、虢西磨棱机等 4 个数控

机床产业链项目纳入全省 2023 年

度“揭榜挂帅”项目计划。今年 1 至

7 月，我市累计为全市数控机床产业

链企业争取工信部产业链协同创新

项目补助、产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 3380

万元，有力推动了全市数控机床产

业链优化升级。

惠企政策落实到位，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企业发展信心十足。作为

我市数控机床产业链的龙头企业，

秦川集团不断深化科技强企战略，

公司在齿轮加工机床、加工中心、车

削中心、螺纹磨床、复杂刀具等领域

已处于国内第一梯队，自主设计生

产的高速主轴、数控转台、龙门摆

头、附件头和砂轮修整器已实现国

产化替代。宝鸡机床加快推动实施

“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和产品转型

为主线、以智能制造和技术创新为

基础、以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的再

创业，正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世界

知名的高端装备供应商。

打造举足轻重的机床生产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