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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变清流  循环再利用
我市已建成 1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

本报讯  （赵益）污水治理

是改善水生态环境、提升人居

环境质量的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近日，笔者从市住建局获

悉，目前全市已建成城镇污水

处理厂 14 座，日处理污水能

力达 44.8 万吨，污水处理率

达 98.02%，污水处理效率进

一步提高。

日前，在宝鸡市中水水

务有限公司十里铺污水处理

厂出水口，笔者看到经过处

理的水清澈见底。“平时环卫

工人冲洗路面或绿化浇灌所

使用的水基本都是中水。”该

公司副总经理张军社介绍，

中水水质介于污水和自来水

之间，是城市污水、废水经净

化处理后达到国家标准，能

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非饮用

水。据了解，宝鸡市中水水务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处理渭河

以北福临堡、八里桥、经二

路、上马营等区域的生活污

水和进入城市管网的工业废

水。2023 年，市政府投入 1.3

亿元，对该公司污水处理设

施进行了提标改造，将原来

的SBR 处理工艺升级为多段

AO 处理工艺。“多段AO 处

理工艺不仅可以使水中的有

机污染物得到降解，还能提

高脱氮除磷的效果，这样污

水处理效率就更高了。”张军

社说。

据了解，目前全市县级

及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有 14

座，分别位于宝鸡高新区、凤

翔区、扶风县、岐山县、陇县等

地。其中 1座为 2023 年新建，

其余 13 座老厂已完成提标改

造，出水水质均达到《陕西省

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61/224-2018）A 标准。

陇县张家山村

烤烟育苗忙  助农稳增收
本报讯 （赵彬瑞 张涛）

“现在是育苗的关键时期，

在育苗前先要做好苗床的消

毒，同时注意保温、控湿、防

病虫害等，后期还要加大对

烤烟苗床的管理……”近日，

在陇县天成镇张家山村烤烟

专业合作社 19 亩育苗大棚

里，烟农在育苗员闫新仓的

指导下，有序开展消毒、装填

基质、摆放旱床托盘等育苗

工序（见右图）。

闫新仓是张家山村的一

名烟农，种植烤烟已有 10 多

年，在烤烟育苗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和技术，今年被村合作社

聘为烤烟育苗员。“烤烟育苗

对时间要求很严，从 2 月 16

日我们就全面开工，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目前育苗已过半，

下一步就要进入技术化管理

阶段。”闫新仓说。

近年来，张家山村围绕

烤烟产业，通过“村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大

力实施“三链富民”战略，即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

聚在产业链、让群众富在产

业链，彻底打破了原来烤烟

种植自给自足、小打小闹的

局面。2023 年，全村种植烤

烟 1300 亩，村烤烟专业合

作社收入 95 万元，带动 60

多户种烟户户均增收 7 万

多元。

“由于近些年烤烟效益比

较好，今年我们村准备扩大

种植规模到 1500 亩，加上我

们向本县多个镇村提供的烤

烟苗，预计产值将达到 550 万

元，合作社收入将突破百万

元。”张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

立虎说。

宝鸡植物园

春寒料峭梅花艳
本报讯  （刘小祥 张乔乔）

“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一

朵朵梅花，将春的风韵渐渐释

放。近日，宝鸡植物园第三届梅

花展在料峭春寒中暗香浮动。

笔者走进盆景园，只见

形态各异的梅花盆景一字排

开，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蓓蕾

初绽，如同少女的脸颊，带着

羞涩的红润点缀在枝头。梅

花的幽香沁人心脾，竖立在

花坛里的几棵盛开的“梅花

树”，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拍

照留念（见右图）。

据了解，本届梅花展集中

展出垂枝梅、绿萼梅、跳枝梅

等 38 个品种 100 余盆，为市

民奉上了一场赏花文化盛宴。

眉县获评“中国天然氧吧”
我市已有 6县区获此称号

本报讯  （景璐）日前，中

国气象局公布了 2023 年“中

国天然氧吧”评价结果，我市

眉县榜上有名。

眉县生态环境优越，气候

舒适宜人。近年来，眉县围绕

“生态立县”战略，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以打造“山水眉

县、创意田园”为目标，以道

路、北坡、水系、城镇村庄绿

化为重点，大力实施退耕还

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

防护林工程建设、“绿色眉

县”创建和关中大地园林化、

龙源国家湿地公园、“三化一

片林”绿色家园建设等生态

绿化项目，推进形成了“政府

主导、部门配合、上下联动”

的城乡一体化全域创建格

局，实现了县域绿化美化全覆

盖，绿色生态已成为眉县对外

宣传的一张新名片。

据悉，截至目前，我市已

有麟游、太白、凤县、陇县、陈

仓、眉县 6 个县区荣获“中国

天然氧吧”称号。

以金融“活水”浇灌发展沃土
岐山县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本报讯 （记者 李依涵）

近年来，岐山县紧密围绕经

济发展战略和特色优势产

业，组织域内银行单位积极

开展系列小额信贷服务，以

金融“活水”浇灌发展沃土，

取得了显著成效。记者日

前了解到，截至目前，岐山

县县域内银行单位已累计

为宝鸡开口乐调味品有限

公司、岐山天缘食品有限公

司等企业和 20 多户个体工

商户及家庭农场的经营者

发放“一碗面”产业链贷款

2000 余万元。

该县印发了《岐山县中

小企业融资促进专项提升

行动方案》，分解下达全县

汽车、建材、食品等 7 条产

业链、219 个重点项目，鼓

励引导各金融机构贴近“一

城两区”市场特色配置贷款

资源，破解融资难题。同时，

健全政银企服务机制，建立

企业融资需求台账，分行业

和领域开展政银企座谈会、

“融畅工程”、入企走访、需

求摸底等专项活动，编发

《岐山县服务中小企业金融

产品汇编》2 万余册，各商

业银行累计与 1383 户企业

签订信贷合同 52.42 亿元，

实现了政府协调引导、银行

主动服务、企业诚信发展的

良好局面。

去年四季度，因业务发

展需要，岐山县华强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拟向银行申请

贷款支持。得知这一情况

后，岐山县金融办组织中国

银行岐山县支行主动对接

企业需求，经多次走访考

察，成功授信该企业“专精

特新贷”5000 万元人民币

信用总量，截至 2023 年末，

已实现有效投放 1000 万

元。长安银行岐山支行为

陕西铁鹰特种车有限公司

等两户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投放专项贷款 1000 万

元，县农商银行累计投放

“西岐轮胎贷”1400 万元、

岐山籍在外成功人士经营

贷 4150 万元，这些金融“活

水”为全县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金台区晓光村红白理事会——

“理”出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康健）讲排场、

比彩礼、要厚葬……提起红

白事，曾经让金台区蟠龙镇

晓光村村民头疼不已。随着

村红白理事会成立，去年一

年，该村红白事仅酒席一项

就节省 70 多万元。

晓光村红白理事会积

极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杜绝

铺张浪费。村监委会主任袁

锋告诉笔者，以前，红白宴

请最少都要 50 桌，每桌标准

六七百元，还不算烟酒，有些

村民办一次红白事就负债累

累。现在，村民办理红白事都

需要事前申报，告知具体操

办流程，学习相关政策并出

具保证书。春节期间，村干部

张建利家里办了一场白事，

他以身作则简化程序，宴席

只摆了 20 桌，相比以前的规

模能省 2万多元。

如今，晓光村喜事雅办、

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已成常

态，减轻了村民的经济负担，

移风易俗成效明显。

文明城市咱的家
（上接第一版）
13 万亩矮砧苹果、3 万

亩苹果苗木基地见证着千阳

苹果产业发展，这里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矮砧苹果生产基地

和苗木繁育基地；凤县林麝存

栏量全国第一，全产业链年产

值达 2.3 亿元；眉县猕猴桃种

植规模已达 30.2 万亩，综合

产值达 60 亿元。 

2023 年，我市成立了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

班，持续落实落细“一县（区）

一策”事项清单，争取县域经

济省级专项资金 3.1 亿元，统

筹推进县域产业发展、公共服

务、城乡融合等工作。

各县区协同发力推进，县

域经济发展活力、承载能力明

显提升，矮砧苹果、猕猴桃成

为全国“单项冠军”，奶山羊规

模化养殖和羊乳智能加工水

平全国领先，以凤翔凤香型白

酒和绿色精细化工产业、麟游

新型能源工业和特色种植养

殖产业、太白冰雪旅游和高山

绿色（有机）蔬菜产业等为代

表的县域特色产业加速发展，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图景。

强化项目支撑 

释放产业园区“新动能”

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

我市强化项目支撑，着力培育

“专精特新”产业，涌现出一批

有特色、有创新、有潜力的县

域工业园区，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

辆辆工程运输车来回穿梭，

一台台大型挖掘机忙碌作

业……近日，在位于扶风县新

兴产业园的比亚迪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配套项目施工现场，

20 余辆作业车、400 多名工

人齐头并进施工，以确保工程

如期完工投产。该项目为扶风

县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剂

“强心剂”，更是以超万人的就

业带动能力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的一条新通道。 

定制设备按臊子配方自

助完成炒制，生产线上“薄筋

光”的面条被有序分装，全自

动浓缩汤汁生产线锁住臊子

面的“酸辣香”……2023 年 8

月，位于岐山县食品工业园的

岐山臊子面产业孵化基地项

目一期建成，进入试生产阶

段。该项目负责人权文涛表

示，基地一天能生产 8 万份岐

山臊子面，一年可创造 1 亿元

经济效益。 

2023 年，我市聚焦产业

定位，扎实开展精准招商，招

引了一批产业关联度大、集

聚效应强、科技含量高的项

目落地，园区集聚效应进一

步凸显，为县域经济注入强

劲动能。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农

产品加工园区实现产值 320亿

元，吸纳 3.8万人就业。全市省

级特色专业园区达到 8个，10

户县域工业企业入选全省隐

形冠军培育库，累计争取扶持

资金 6800 万元，新建标准化厂

房 28.9 万平方米，争资和园区

数量均位列全省第一。 

农旅深度融合 

打造群众致富“金钥匙” 

以绿兴农，以农促旅。近年

来，我市围绕“生态宜居、生产高

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总目

标，精心谋划、系统推进，不仅打

造了一批景美人和、村强民富的

美丽乡村，还实现了绿色资源价

值转换，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023 年春耕时节，一场别

开生面的插秧节在太白县黄

柏塬镇皂角湾村上演。在阳光

照射下，层层梯田犹如面面银

镜，水田里，游客纷纷化身插

秧能手、摸鱼达人，体验农耕

乐趣。“我是被这里的风景吸

引来的，没想到村上还有这么

有意思的项目。”来自西安的

游客郭丽说。这几年，黄柏塬

镇通过发展“田中稻、水中鱼”

种养，打造了 5 条精品旅游线

路，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玩。 

凤翔区柳林镇宋村，“赏万

亩高粱、品西凤美酒、吃农家美

味”已经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

金字招牌。该村成功打造成为

“休闲文旅+生态农业”融合发

展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带动村

民人均年增收1200元以上。 

近年来，我市各县区不断

擦亮绿色生态、休闲度假、健

康养生、乡村旅游品牌，让“农

旅经济”在绿水青山间蓬勃生

长。特色产业落地生根，项目

建设加速推进，村庄焕然一

新。放眼西秦大地，县域经济

发展气势如虹，乡村振兴的美

好蓝图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乡村振兴
进行时

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对水质进行化验

高质量项目推进年   营商环境突破年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