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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瓦子街镇蔬菜丰收的季节，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
蔬菜地里，精心培育的西红柿、辣椒、白菜、甘蓝、萝卜等各类蔬菜
长势喜人，丰收的号角已经吹响，农户们有说有笑地穿梭在田间
地头忙着采摘，绿色的田野上一派繁忙景象……

“我是从渭南来的客商，咱们瓦子街镇昼夜温差大，地理位置
优越，种植的甘蓝口感好，深受市场好评。我平均每年要来这拉
菜10多次，今年第6次来了。”王涛说。

在蔡家川村千亩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辣椒在阳光的
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空气里也弥漫着浓浓的“辣味”，村民们在
棚内熟练地挑选着个儿大、肉质饱满的青椒，采摘、打包后准备送
往韩城、渭南、山西等地。

“我在这给郭老板打工，平均每天可以赚 150元，既照顾了家
庭，也有一份满意的收入，我感觉挺知足的。”蔡家川村村民张永
梅满脸幸福地说。

据了解，该蔬菜种植基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坚持村支部带头引领，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种植
蔬菜，通过抢抓节令，接茬轮作，实现“一田多用、一田多收”，拓宽
了群众增收的渠道，同时也让村民就近务工，增加一份收入。

今年来，瓦子街镇以“三个年”活动为抓手，积极推动优势主
导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设施蔬菜产业，
引进穴盘育苗机2台，机械化蔬菜栽植设备3台，改造危旧温室30
余座，辐射带动农户种植高山冷凉蔬菜 1000余亩，实现蔬菜产业
规模化生产，解决就业160余人，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让农民的“菜篮子”鼓起“钱袋子”，用大棚的“金钥匙”打开百
姓的“致富门”。瓦子街镇着力做好助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努力使蔬菜成为代表瓦子街的一张靓丽名片，
让乡村更美，人民更富，在希望的田野上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

近日，在延长县初级中学校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一群工程
建设者在高空的“烤”验下坚守岗位，确保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在教学楼外墙改造现场，数名工人头戴安全帽，身系安全
绳，在高空座板上两两一组“吊”在楼房外，忙着铲墙皮、打孔、抹
水泥……

“外墙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在室外30℃的情况下，保温层上
能达到 40~50℃，我们的衣服基本上就是湿了干，干了湿、汗流满
面，非常辛苦。”施工人员张雷说。

刚从墙面下来的张雷拿起水杯，大口喝着水。他告诉记者，
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是个粗中有细的精细活儿，还要经受“两
面煎熬”的境况，而且高空作业比较危险，不方便喝水，趁下来可
以多补充些水分。

“天气炎热，我们给工人准备矿泉水、西瓜等防温降暑物品，
为了保证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确保工程能够按时完成。”施工
现场负责人张红斌说。

在高温天气下施工，对建筑工人的体力和毅力都是严峻的考
验。施工单位严格按照高温季节专项施工方案，调整作息，做好
施工现场防暑降温工作，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

施工人员张雷说：“虽然这个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学校旧貌换
新颜，再苦再累也觉得非常值得。”

高温，对整天被烈日炙烤的他们来说，是流不完的汗水，也正
是他们无惧高温“烤”验，坚守岗位，才让城市越来越美好。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延长县雷赤镇尚罗村的百亩珍
珠枣油桃迎来了大丰收，在绿叶掩映下，火红的油桃密密麻麻结
满了枝头，传来阵阵清香。

种植户崔永飞穿梭在桃园内，一边介绍起珍珠枣油桃，一边
精挑细选成熟的果实进行采摘，桃园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枣油桃管理简单，它比较抗旱，比较抗蚜虫，我种了3亩，一
亩地能产个3000多斤，一季能卖四五块左右，收入非常可以。”崔
永飞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尚罗村位于雷赤镇东南部12公里
处，主导产业为苹果。为切实解决产业单一、果树老化等问题，提
高果农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经镇村多次考察商议，于2020年4
月从山西引进280亩枣油桃优质苗木，并外聘专家长期指导，现长
势良好、初具规模。

雷赤镇尚罗村党支部书记崔海波介绍，目前，全村280亩珍珠
枣油桃已经进入盛果期，效益非常好。下一步，尚罗村将积极对
接协调有关农业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提升果农种植管理
技术。同时，拓宽销售渠道，通过线上线下销售，让每一颗枣油桃
都卖出好价钱。

近年来，延长县雷赤镇以发展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为
目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鼓励引导农户进行花椒、枣油
桃等特色种植，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走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发展
的产业振兴路。

“雷赤镇将立足镇域实际，持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党建
引领、产业结构调整、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等方式助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真正走出一条产业融合、联农带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雷赤镇人大主席贾通说。

本报讯（通讯员 闫翔宇）“多亏
税务管家的同志们上门为我们耐心辅
导，及时帮我们梳理、解读可享受的优
惠政策，帮助我们最大限度享受政策红
利，公司资金链紧张的问题解决了。”黄
陵生态水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黄陵县税务局以“税务
管家”为抓手，以“政策找人”为指引，致
力于为县域经营主体提供全过程精细
化服务，推动“税惠政策”直达快享，充
分释放税收政策红利。

该局专题研究部署税费优惠政策
落实工作，对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
增值税政策、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政策
等进行培训；将新旧政策进行对比，进
一步解读政策文件，创新打造了“学条
例、讲案例”的政策解读方式，助力全
体干部全面理解、精准掌握各项优惠
政策。

此外，该局还举办了“部门轮流当
主讲，综合业务大讲堂”专题培训活
动，旨在提升全体干部专业素养，更好
地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学会、弄懂、
贯通为目标。力求政策红利直达快
享；充分运用线上和线下等多种宣传

方式，突出政策宣讲的“精、准”。为帮
助纳税人及时享受到最新税惠政策，
延安税务张思德服务队龙乡分队在第
一时间统筹安排制作最新的税费优惠
政策的指引流程汇编，以线上线下多
渠道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疑问，面对
面帮助纳税人缴费人理顺政策内容，
熟悉电子税务局操作；进驻辖区企业
开展“点对点”式税收政策宣传辅导，
向企业发放“税务管家”服务联系卡，
打通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推进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组织“税务
管家”主动上门宣讲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政策，点对点讲解政策要点、享受方
式、申报操作，精细化开展服务，精准
化落实政策，确保企业懂政策、会申
报、能享受。就企业开票、申报、入库
勾选等操作流程为企业工作人员进行
手把手全流程辅导培训，推进“政策找
人”见实效。

“‘税务管家’走进个体工商户，
对我们进行政策辅导和答疑解惑。
让我们充分享受税费政策红利。”商
户刘磊说，享受税费优惠后，他的经
营利润就多了，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
了。

克千难 保万家
——黄龙县防汛工作纪实

通讯员 高亚蓉

“政策找人”精准送“税惠护航”再扬帆

种植基地采收忙
通讯员 刘小燕 王瑞

施工现场 无惧“烤”验
记者 白佳雨 通讯员 刘建虎 李云龙

香气扑鼻枣油桃
记者 白佳雨 通讯员 李浩楠 苏乐

● 施工人员在作业

由于强降雨多发，河沟内的大
量泥土被雨水冲入街道，黄龙县迎
宾大道、马家沟、河滨路等几处路面
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给群众及
过往车辆带来不便和隐患，为尽快
恢复路面状况，确保居民安全出行，
县城管局环卫站组织环卫工人积极
开展雨后清淤工作。

入汛以来，县城管局周密部署，
等洪水退去后，统一组织指挥环卫
工人们开展灾后清理淤泥工作。“一
二三，起！一二三，起……”清理现
场，清洗工具齐全，环卫工人们分工
明确，热火朝天，干劲十足。面对成
片成堆的淤泥，他们发扬“不怕脏、
不怕累”的精神，以铲车、三轮车为

核心，用铁锨铲、水枪冲洗、扫把清
扫积水有效清除堆积淤泥，及时恢
复市容市貌，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截至目前，在大家的凝心聚力
下，已完成迎宾大道 800米的排水渠
清理，三处最低点增加排水管网至河
道已完成，已购置120套雨水篦子；完
成县公安局门前至迎客松公园800米

的排水渠清理，增加雨水篦子40套；
完成黄龙县 2号桥至消防队 1000米
的排水渠清理，增加雨水篦子80套，
更换出水口管网12米；检查并修复3
座美食街雨水管网。据统计，清淤活
动累计抽调各个中队环卫人员220人
次，铲车1辆，洒水车2辆，农用三轮车
4辆，总用水量累计57车。

“我们通过包片干部、居民小组
长全部下沉片区，按照‘查细、查全、
查实’要求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
雨后核查’的原则，围绕防汛各个环
节，对重点区域、地段进行全面检查；
同时，还设置了河道巡查员和地质灾
害巡查员负责监测预警，全面掌握汛
情和监测点情况，排查风险隐患和薄
弱环节，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消
除安全隐患。”黄龙县石堡镇城东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阳说。

县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张爱玲
介绍，目前全县共有在册地质灾害隐
患点56处，每处均配有一名监测员，
负责监测隐患点的变化，及时上报信
息，以“人防+技防”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不受威胁。

防汛减灾始于暴风骤雨之前，功
夫下在平时，关键时刻方能从容。入

汛以来，黄龙县提前谋划、提早准备，
全县各单位、部门闻“汛”而动，超前谋
划部署、迅速行动实施，狠抓各项汛前
准备工作，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切
实把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之时。

据了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
县应急、水务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
组，围绕重点乡镇、重要河流河段、水
库工程和山洪易发多发区等进行实
地检查，查找隐患，下发整改通知，并
按照“双重交办、双重督办”原则，及
时将隐患问题移交行业主管部门，跟
踪督办整改落实；县气象局充分发挥
防汛的“哨兵”作用，加强值守班，及
时发布预警信号，加密预警信号和雨
情通报发布频次，做好雨情、水情、汛
情的准确预报、科学分析和提前预
警，为防汛工作打足提前量；同时，县
融媒体中心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

协作联动，充分发挥应急广播系统作
用，扩大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传播覆盖
面，科普防汛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
险能力，让“小喇叭”发挥“大作用”，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月 26日，一夜的降雨过后，气
温骤降。“雨伞100把、雨鞋100双、手
电筒30把、铁锨50把……”在界头庙
镇物资储备库内，镇执法办公室主任
祁本勇正在对相关防汛物资储备品
种、数量、规格以及台账记录进行查
验，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面对防汛“大考”，今年七月初，
黄龙县就召开了 2023年防汛应急演
练桌面推演会，进一步强化全县防汛
应急综合指挥和协调能力；同时，举
办应急管理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深
化思想认识、提升业务素质，为各级
各部门更好地服务安全发展打实基

础。先后对《黄龙县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预案进行修订、完善，积极开展防
汛演练，切实提高各项预案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主的防汛责任制，强化应急响
应联动和直达基层责任人临灾预警

“叫醒叫应”机制，优化配备了 52名
县乡灾害信息员，及时更新灾害信息
员信息，以实际行动打好防汛“主动
战”。

据悉，目前全县共有 18支救援
队伍，8个防汛物资储备库。在新一
轮降雨期间，专业救援队伍已进入
临战状态，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
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程度减轻
灾害损失；各乡镇对各村防汛物资
进行再清查，掌握物资的贮存、更
新、补充等情况，确保汛期防汛物资
调得动、用得上。

8月22日至28日，受西风槽和偏南暖湿气
流的共同影响，黄龙县进入新一轮降雨时段。
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黄龙县始终坚持
“两个至上”理念，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迅
速落实，充分发挥“五级联动”机制优势，持续强
化应急管理网格化制度，全面实施县委领导、党
委落实、党支部组织、党小组联户、户管人五级
管理服务体系，层层夯实防汛责任，确保“预警”
随时下达，“叫应”立即到位，全力以赴做好防汛
救灾工作。

抢险一线显担当

“大娘，快走吧，雨这么大，你家
离河道这么近，很危险啊……”在三
岔镇，党员干部们正在耐心做好群众
转移劝服工作，最终将群众转移到地
理位置较高的镇政府院内。

像这样无惧风雨、向“汛”而行的
暖心故事同样也发生在黄龙县的其
他乡镇。在石堡镇，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闻“汛”而动，筑起让群众安
心、放心的“红色堤坝”；白马滩镇完

善物资调运方案，与相关企业签订预
征预储协议，紧急情况下可调用砂
石、编织袋、铁丝、桩木以及生活物资
等，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动、运得出、用
得上；界头庙镇健全应急抢险队伍建
设，以弱势群体为重点，执行一对一
包保制度，第一时间紧急转移避险；
瓦子街镇以党委书记抓总、科级领导
抓村、年轻干部抓点的“三抓体系”，
结合“五级联动”工作机制，实现镇村

干部同心协力，形成强大合力奔波在
抢险救灾一线；圪台乡按照责任分工
到岗到位，密切关注并发送天气预
警，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崾崄乡吸
纳党员、志愿者等90余人，组建党群
应急突击队6支，凝心聚力共赴抢险
一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期，黄龙县大部分地区出现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为使全县安全度
汛，黄龙县全面夯实各级责任，深入

隐患排查、人员撤离、抢险救灾第一
线。县城管局针对停车场、施工场
所、公共厕所、公园广场、垃圾中转站
等汛期重点防灾区域，加密巡查频
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黄龙交警也
迅速响应，对路况复杂、易拥堵路段
开展应急疏导，一旦发现汛情、险情，
第一时间应急处置，联动各相关部门
快速排堵保畅，确保大雨期间道路安
全畅通。

防汛备汛筑防线

灾后清淤暖人心

● 暴 雨 后 干
部职工帮助群众清
理院子

● 乡镇干部帮助转移受灾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