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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铜川市应急管理局紧紧围绕高水

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总目标，切实增强企业安

全发展的“造血功能”，积极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该局年初印发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能力提

升工程实施方案》，结合全市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特点，分不同

内容、不同时间开展了5期安全管理能力提升班

和30期资质考核培训班；采取一期一档、一企一

档、一人一档和逢训必考的方式，建立起“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施训体系，实施“主办单位+培训

机构+带队领导+跟班干部”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确

保培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该局对1600名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进

行了规范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深入重点企业举

办了4期应急管理大讲堂，从危险因素、岗位职责

等方面对400名从业人员开展了专业性培训。截

至目前，该局累计培训考核各类人员2300人次。

铜川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推动
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近年来，渭南市白水县结合各镇域实际及各村情况，以村内现有产业为基础，打造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适合村情民情的集体产业，让苹果、畜牧养殖、特色种植等
产业在村集体经济中“全面开花”。 记者杨月锋通讯员潘美玲安娜张莉娜文/图

白水县北塬镇打造“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让苹果、畜牧养殖等产业在村集体经济中“全面开花”

白水县北塬镇土地肥沃、气候适

宜、灌溉条件优越，属于白水苹果优生

区之一。2018年，鹿角村为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围绕“集体增收、产业增效、群

众致富”目标，成立了鹿角村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目前形成了以新品种苹果

种植为主导，药材种植、光伏产业和苹

果塑料筐制作共同发展的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

“我们这个新优苹果示范园占地

面积为100亩。我们在示范园建成后，聘

用了本村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员对其进

行管理，还配置了天气监测机、自动气

象站、水肥一体化设备等设施，并引导

村民参与村集体经济种植示范园的发

展全过程。”说起示范园，鹿角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理事长刘仲启兴奋不已。

“今年预计产值可达12万元，目前

共吸纳50名村民就近就业。”鹿角村党

总支副书记党魏锋说。据了解，目前北

塬镇高标准示范园共有5处，占地面积

约900亩，其中杨武村集体经济40亩、鹿

角村集体经济100亩、潘庄村春润示范

园500亩、潘庄村旺丰农业示范园230
亩、鹿角村绿坤园示范园32亩。全镇

1634户果农栽植果园1.1万亩，其中新

优品种1307亩，2022年每亩平均产量为

1076公斤，户均收益为20486元。

7月14日，记者来到北塬镇贺家塬

村骊羊养殖基地，看到村民正在给羊

群添料、加草、清理羊舍。贺家塬村人

口少，缺乏支柱性产业，2019年，村

“两委”通过国家帮扶资金，并结合村

情实际和村民的养殖经验，制订了养

羊产业发展计划。贺家塬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民说：“我们当时购买了30多只

羊，主要以合伙经营的形式让村民王

张启负责管理和经营，合伙经营不仅

解放了劳动力，还拓宽了当地村民的

增收渠道。养殖基地目前共有70只肉

羊，平均一年可增加25只，养殖收益达

12600元，通过集体经济发展带动脱贫

户36户107人。”

仲夏时节，北塬镇南修村专业合

作社的西红柿陆续进入收获期。7月15
日，记者走进南修村西红柿种植基地，

看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西红柿并装箱，

到处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主要种植的品种是1072和德

贝利，根据现在的长势和最近的行情，

每亩产量大概在一万多斤，客商的收购

价在每斤1.3元左右，这些西红柿主要

销往蒲城、澄城和西安等地。”北塬镇南

修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学说。

据记者了解，除种植大棚西红柿

外，南修村还积极探索“党支部+农户”

发展模式，全村128户村民种植圣女果

550亩，2022年收入达到300余万元。

苹果产业、畜牧养殖业、特色种植

业犹如“三驾马车”，拉动北塬镇村级集

体经济得到了更快发展，从“点上开花”

到“面上结果”。目前，全镇村村有项目

带动、村村有产业收益，逐步实现了民

富村强。

村民在鹿角村苹果示范园内除草

姻记者杨月锋通讯员郭小珍
近年来，渭南市合阳县新池镇以数字助农为

切口，积极推进智慧村社建设，让乡村振兴显得

“科技感”十足。

富源现代农业园区位于新池镇南沟社区，占

地2500亩，投资额为2065万元，主栽葡萄品种为

红提、阳光玫瑰等。园区采用的智慧农业系统融

合了数字农业物联网和视频监控等先进技术，实

现了葡萄科技化种植、精准化管理的果农远程咨

询和专家远程指导功能，使果农和专家足不出户

就可在手机上实时监测气候、土壤、病虫害等数

据。星光葡萄产业园区位于新池镇坡赵社区，园

区采用的云上智慧种植管理平台集农业基础数

据采集、生产过程信息化管理、气象环境实时监

测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将过度依赖人工、种植成

果受自然条件制约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转变为

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效益化的现代

智慧农业种植模式。

合阳县新池镇多措并举
积极推进智慧村社建设

盛夏时节，华阴市的一河两岸景区荷花绽

放，散发出阵阵清香，和奇险峻秀的西岳华山相

映成趣，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引来了不少

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荷拍照。

记者杨月锋摄影报道

华阴市一河两岸景区荷花盛开传清香

姻记者严利君通讯员张国玲文/图
在铜川市宜君县刘家河村的玉米

地里，绿色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两

架开展喷防作业的无人机稳稳地从田

间飞过，“嗡嗡”声过后，药雾从天而降。

“原来都是靠我们自己背着喷雾

器去打药，费时费力不说，防治效果也

不理想，所以往年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防

治环节给省略了，有点靠天吃饭的感

觉。今年，宜君县农业农村局开展了玉

米‘一喷多促’行动，用无人机喷防替代

人工喷防不仅省时省力，还是主动上

门免费喷防，党的惠民政策就是好啊，

我对今年玉米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刘家河村村民曹栓狗说道。

2023年，宜君县秋粮实现能种尽种，

春玉米播种面积为42.13万亩（推广玉米密

植高产“5335”机械化播种技术3万亩），
薯类播种面积为0.3万亩，杂粮播种面

积为0.2万亩，大豆及油料作物播种面

积为0.967万亩。从目前形势看，作物长

势良好，夺取秋粮丰收非常有希望。

“今年，宜君县坚持项目推动，加快

了数字化基础建设，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的深度应用，使数字农业应用场景

快速增加，并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追溯系统打造了9个绿色食品基地，种

植示范区使用了物联网数据分析系统，

畜牧养殖场（所）也采用了全自动环控

监管系统，农机农艺结合、‘5335’玉米

种植技术、苹果‘三新’种植模式的推广

以及无人机‘一喷三防’‘一喷多促’的

使用使得农业产业与智能运用愈发融

合，不仅推进了农业产业快速发展，还

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变

‘会种田’为‘慧种田’，为实现全县粮食

丰收、农业产业智能化发展奠定了基

础。”宜君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无人机开展喷防作业助力秋粮丰收

http://www.iygw.cn
http://www.iygw.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