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符雅琦  美编：兰莹莹  校对：李斌
本市新闻

2024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二

4版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菁）

170 余口机井不停歇、50 多

台水车进地浇灌、20 余台抽

水机连续工作……连日来，岐

山县凤鸣镇采取多种措施，保

障群众灌溉用水，全力以赴抗

旱保苗。截至目前，全镇 3.8

万亩玉米完成灌溉。

6 月 27 日，在岐山县凤

鸣镇八角庙村的玉米地里，

种植大户刘亚辉正在浇地。

刘亚辉种了 200 亩玉米，近

期高温天气严重影响玉米生

长，这也成了他的一件忧心

事。自镇上开展抗旱保苗工

作以来，他的心总算放进肚

子里了。“上午提交用水申

请，下午就供水浇地了。”刘

亚辉高兴地说。

“夏收开始前，镇上制定

了抗旱灌溉应急预案，提前对

辖区 170 余口机井的水泵进

行了排查检修，对全镇抽水机

数量进行了摸排了解。旱情出

现后，我们与各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冯家山水库管理局

及电力部门积极协调对接，

确保抽水机、灌溉用水、供电

到位，同时安排镇上党员干

部下沉一线，及时解决群众

在抗旱保苗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全力确保抗旱保苗工作

顺利进行。”岐山县凤鸣镇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镇

上通过滴灌、漫灌、喷灌三种

形式全面抗旱保苗，此轮秋粮

灌溉已全部结束。

岐山县凤鸣镇

3.8万亩玉米完成灌溉 

扶风县午井镇

推广新型设施   多措并举抗旱
本报讯 （杨妮）6月 26日，

在扶风县午井镇官坡村吨半田

示范基地，多台卷盘式喷灌机

在田间进行灌溉作业（见右图）。

“我们利用干渠、河流、灌溉井等

水源为农田‘解渴’，同时通过推

广滴灌、喷灌等灌溉技术，确保

全镇 3.2 万亩夏播玉米得到有

效灌溉。”午井镇农业组工作人

员介绍，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

2.1万亩夏玉米的灌溉工作。

夏播以来，面对持续高温少

雨天气，午井镇积极动员群众，组

织专人全力排查辖区受旱情况，

对渠系、管网以及出水桩开展清

淤、维修等管护工作。同时，在全

镇推广自走式喷灌机、滴灌等新

型节水灌溉设施，减少水资源损

失。“我们种植了2100多亩玉米，

目前浇灌750亩，今年村上用的

是卷盘式喷灌机，相比于传统的

大水漫灌，每亩地能节水30%左

右。”小寨村党总支部书记张黑林

说。同时，该镇还积极协调冯家山

水库开闸放水，组织人员疏通沟

渠，把水源引到田间地头，方便群

众浇灌。副镇长汪锋说，后续镇上

会持续做好灌溉服务保障，确保

群众能够及时进行灌溉作业。

三夏 丰收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

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入夏以来，各地气温持

续上升，“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即将到来，国网宝鸡供

电公司坚决落实国家电网公

司、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

司和宝鸡市委、市政府关于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各项工作

要求，坚持“人民至上”，践行

“双满意”工作导向，扛牢电

力保供首要责任，坚决打赢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迎峰

度夏期间，平均气温较常年

偏高，降水偏多，局地洪涝和

阶段性干旱并存，暴雨洪涝

和局地短时极端强降水引发

的次生灾害呈多发态势，天

气状况对源网荷三侧影响加

剧，今年夏季电力保供面临

较大外部挑战。根据国网宝

鸡供电公司分析预测，2024

年夏季宝鸡电网最大负荷将

达到 230 万千瓦。国网宝鸡

供电公司主动顺应客户关

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根据

电网运行情况制定了切实有

效的保障措施。全面加快电

网建设。为满足今夏电网负

荷需求，国网宝鸡供电公司

抢抓电网建设黄金期，项目

施工再提速。330 千伏陈仓

变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全

程成功投运，330 千伏归心

变成功增容，地区供电能力

进一步提升。同时，加快推进

330 千伏宝鸡南变、卧龙变

等电网重点工程建设，推动

宝鸡电网实现跨越式发展。

积极做好设备运维。国网宝

鸡供电公司在认真总结去年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的

基础上，全方位梳理电网运

行薄弱环节，平稳完成春检

任务 879 项，电网安全运行

水平进一步提升。加强重要

通道和设备运行监测，对度

夏期间重要供电设备开展

红外测温及配变负荷测量，

对可能出现重载、过载的设

备及时排查，采取带电检测

与不停电消缺的方式，确保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统筹 95598 热

线、营业厅、网上国网、微服

务群等各类服务渠道，快速

精准响应用户诉求。深化工

单驱动业务，确保全量诉求

“事不过夜、日清日结、当日

闭环”。推行“发现小苗头、回

应小诉求、整改小问题、实现

小监督”的“四小”工作机制。

积极开展客户大走访，备足

移动电源、防暑用品等应急

物资，及时做好特殊客户上

门服务，全力保障民生用电。

迎峰度夏保供电责任重大，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将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原则，积极践

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

旨，紧盯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供电服务问题，

全面提升供电服务品质，做

好电力保供各项工作，为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

民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电力保

障，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

让党和政府放心”。

（吕文博） 

合力共建幸福家园
——陈仓区“五社联动”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市民张超（化名）家住陈

仓区千渭街道一小区，一次

突发脑出血后，他先后在宝

鸡、西安的医院进行治疗，由

于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张超

这一病，让全家陷入了困境。

千渭街道铁道南社区了解情

况后，通过“一元爱心基金”

志愿者组织，号召大家捐款，

募集了 1000 元并送到张超

家属手中。这是社区联系慈

善资源，搭建援助平台的一

个缩影，也是“五社联动”的

生动实践。

“五社联动”是指由社区、

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

源共同组成的社会关爱服务

体系。近年来，陈仓区着力构

筑“五社联动”基层治理共同

体，形成了区、镇、村（社区）三

级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工作

服务体系。同时，对照 6类民

政重点服务对象动态管理台

账和 6大民政服务领域服务

事项清单，广泛收集居民需

求，精准绘制社区需求清单、

资源清单和项目清

单，更好地践行为

民服务的宗旨。为

了丰富居民生活，社会组织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他

们结合自身特点，在社区开

展环保宣传、垃圾分类、趣味

运动会等主题宣传和文娱活

动，让群众广泛参与进来，不

仅可以倡导文明风尚，还有

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通

过‘五社联动’，社区服务水

平明显提升，群众参与度也

越来越高，都愿意参与到社

区自治中来，为社区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大家更有凝

聚力了。”千渭街道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陈仓区推行

“网格+ 社工+ 志愿者+ 慈

善组织”服务模式开展特色服

务，初步形成了以社工服务项

目为牵引，社会组织承接运

营、社工人才赋能支撑、社区

志愿者深度参与、社会慈善资

源有效助推的基层治理与服

务新机制。未来，他们将深化

工作、创新举措，为居民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推动

社区和谐、稳定、繁荣发展。

金台区韩家村

蜜桃抢鲜上市  日销2500公斤
本报讯 （记者 都亚敏）

桃园里，鲜桃缀满枝头，果香

诱人；桃园外，慕名前来采

摘、购买桃子的客商和群众

络绎不绝。近日，金台区蟠龙

镇韩家村的 300 亩桃子成熟

了，刚一上市就成了市场的

“香饽饽”。据了解，最近每天

能采摘 2500 公斤桃子，销售

额 1万多元。

6 月 26 日，记者走进韩

家村桃园，桃香味扑鼻而来，

郁郁葱葱的树叶间，一个个

鲜亮圆润的桃子让人垂涎欲

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挑

选、称重、包装（见右图），村

干部在现场直播卖桃，一派

忙碌的景象。“我们种了春

雪、黄金蜜、北京八号和巴

山桃 4 个品种的桃子，因为

果大、脆甜、口感好，很受大

家喜爱，每天早上 5 点开始

采摘，当天采摘多少就能卖

多少。”村党支部书记刘文

涛说，村上共有 300 亩桃子，

其中 150 亩是散户的，其余

150 亩是村集体的。为了提

高桃子的品质和产值，去年

村上经过多方考察了解后，

决定向有机桃种植转型。他

们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桃子

种植进行全流程技术指导，

按照有机标准，严格控制生

产管理，落实“果园生草”技

术措施，选用生物有机肥料，

保障了有机桃在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性与科学性，使桃子

在品相、口感和味道等方面

更加优质，每公斤价格也比

普通桃子高出 2元多。

“最近，春雪和黄金蜜品

种的桃子陆续成熟，我们每

天都能接到外地客商的预订

电话，可是每天产量只够供

应本地群众，等到七八月份

北京八号和巴山桃大面积成

熟后，我们的桃子将像往年

一样卖到西安、天水、兰州等

周边城市。”刘文涛说，据初

步估计，今年仅村集体种植

的 150 亩桃子产量将在 15

万公斤左右，全部卖完后预

计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40

万元，同时带动 100 多名村

民在桃园就业增收。 

凤县黄牛铺镇

高山“红串串”变成致富“金串串”
本报讯 （谢克强 赵志

华）“今年五味子挂果情况特

别好！”近日，在凤县黄牛铺

镇长滩坝村的五味子采摘

园，正在疏果修枝的种植户

昌桂香高兴地说。据了解，该

镇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带动

农户种植中药材五味子，拓

宽了群众致富路。

五味子是列入神农百草

经的上品中药，药用价值极

高。海拔 1300 米的凤县黄牛

铺镇，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

和种植条件适宜五味子生

长，但野生五味子大都分布

稀散，采摘难度大，产量无法

突破。三年前，黄牛铺镇探索

实施“村集体+ 帮联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科院合作，对野生五

味子进行规模种植“驯化”，

积极培育优良品种。经过三

年努力，该镇长滩坝村、黄牛

铺村等村子的五味子采摘园

初具规模，挂果一年比一年

好（见右图）。据镇干部介绍，

全镇目前已种植五味子 200

亩，亩产预计可达到 1500 公

斤，按照鲜果每公斤 40 元的

市场价格计算，收益十分可

观，高山“红串串”成了群众

致富的“金串串”。

据悉，黄牛铺镇计划进

一步扩大五味子种植规模，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观光采摘

园、电商服务站、产品研发中

心，打造以五味子酒、五味子

饮料和相关产品为主的全产

业链，将五味子产业发展成

为黄牛铺镇特色产业的新亮

点，为山区群众致富注入新

动能。 

民政工作县区行

乡村振兴进行时

眉县

千名“银发党员”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 赵志华 朱钊 )

如何将退休返乡生活的干

部、教师、职工组织起来，引

导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力

所能及的作用？7 月 1 日，

笔者在眉县了解到，该县各

镇街都设立了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管理党员 1000 余名，

并加强支部与各种涉老协会

联动，搭建发挥作用的平台，

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近年来，随着乡村基础

设施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

善，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选

择回到原籍居住生活，他们

中相当一部分是党员。为了

把他们组织起来，眉县先后

在 8 个镇街成立 10 个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同时在镇上

建立关工委、老科协和慈善

协会，并指导热心公益的党

员成立老年协会、书画协会

等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联

建、阵地联享、会议联席、工

作联动、活动联搞”的“五联”

工作法，让大家定期了解各

级党委最新部署要求，整合

力量开展特殊群体帮扶、果

业技术指导、群众文化活动、

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截至

目前，他们累计向困难群体

捐款 70 多万元，每年开展猕

猴桃、甜柿子、大樱桃等作务

技术指导 10 多场，还积极参

与解决重大项目征迁、交通

事故善后等疑难问题。  

刘亚辉操作喷灌机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