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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欢 通讯
员 高诚）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 2023年
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陕西地区共有22种农产品入
选，由延川县退耕还林工程服务
中心申报的“延安枣芽茶”名列其
中，我市仅此一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

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
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
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
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
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
经农业农村部登录公告和核发
证书的安全、优质、营养、健康
的农产品。入选名录的农产品
可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字样，以提高知
名度与辨识度。

近年来，面对传统红枣产业
延链补链不足、质量效益不高等
发展困境，延川县经过多次实地
调研和反复论证实践，成功研发
了延川枣芽茶，因地制宜发展枣
芽茶特色产业。截至目前，全县
累计有 4家企业、6个合作社、26

个散户参与枣芽茶的生产，有红枣
芽绿茶、红茶、白茶、茯茶及酸枣叶
绿茶等多个产品，并在壮大产业基
础、健全标准体系、深化推广宣传等
方面加大力度，不断提升产品附加
值，为延川县红枣产业的延链、补
链、升链探索出了新路径，实现了黄
河沿岸生态资源的永续发展和高效
利用。

“延安枣芽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月31日起，我市迎来大范围
持续降雪天气过程。据气象部门
预测，此次降雪强度大，极端性较
强。春节临近，眼下正值“菜篮子”
产品销售旺季，持续雨雪冰冻天气
对设施农业和畜禽养殖是一场严
峻考验。为切实做好雨雪低温天
气防范应对工作，连日来，我市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指导农户科学生
产管理，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宝塔区枣园街道办温家沟村
村民姬世明种了 2棚甜瓜，目前
正在陆续上市，预计能有10万元
的收入。“下雪下雨会导致光照不
足，不仅影响小瓜甜度，而且瓜蔓
也容易得病虫害。”姬世明告诉记
者，在此次降雪天气之前，大家的
手机上就收到了市农技推广站和
宝塔区蔬菜中心下发的预防自然
灾害通知，大家根据提醒提前做
好准备，各项防冻工作应对有序。

设施大棚是枣园街道的特色
产业，辖区内大棚达到了1000余
座，近年来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
劲动能。“为了应对此次极端天气，
枣园街道党工委第一时间安排部
署，要求各驻村干部、包片领导全
部到村，积极宣传动员，带领广大

种植户做好除雪防冻工作，全力确
保农业生产不受影响。”枣园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贺戎庆说。

为有效应对本次降雪降温天
气，做好设施农业冻害防御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及时印
发关于切实做好本轮雨雪低温天
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市农技

推广站及时安排部署，从 1月 28
日开始，抽调10名设施农业技术
服务团技术骨干，组成指导组与
县区蔬菜技术服务单位干部联合
行动，深入富县、延川、甘泉、宝
塔、子长、安塞等县（市、区），开展
防雪、防冻与田间管理技术指导
服务等工作。

“要时刻关注天气，提前做好隐
患排查整治，对墙体、钢架做好检修
和加固，覆盖好防雪膜、加厚门帘、
草帘或保温被等”“下雪天夜间必须
盖好保温被，白天及时清扫棚面及
周边积雪，并在中午前后揭帘见光
2～4小时”“阴雪天后骤然转晴，要
在中午前后光照较强时适当放下部
分保温被，创造温暖、湿润、弱光的
环境，使蔬菜的生理机能慢慢恢
复”……

连日来，指导组针对强降雪降
温、连续低温寡照天气可能导致的
棚温下降、光照不足、生长受阻、病
害易发等问题，重点围绕棚体加固、
除雪增温、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技术
新工艺融合等技术进行现场指导和
技术培训，指导群众将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目前，各项防冻技术指导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此次防冻技术
指导工作针对性强，服务面广，受益
农户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126人次技术干部深入110
个专业合作社、800多个种植户家中
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确保春节期间
及冬春茬瓜菜安全生产和有效供给，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1月31日晚至2月2日，我市普降
中到大雪。截至2日8时，积雪深度达
3至8厘米。虽然大地银装素裹，分外
妖娆，但是雨雪低温天气还是给市民
出行及春运造成很大影响。

为扎实做好春运工作，防范应对
本轮持续性降雪，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成立春运工作专班，于 1月 24日牵头
组织公安、应急、发改、民航、铁路等八
部门召开了我市春运动员会，会后配
套印发了《全市综合运输服务保障和
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做好
2024年度道路春运服务保障工作的
通知》，并有序实施。

针对本轮降雪天气，市交通运输
局先后四次通过下发文件或微信工作
群，在全系统范围内进行安全提示，要
求各部门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与此同
时，及时启动除雪保畅预案，公路管理
部门迅速充实一线力量，加密上路巡
查频次，发现通行隐患快速予以处置。

据了解，截至2月2日上午10时，
全市国省、县乡公路除雪保畅里程
4453.4 公里，累计出动人力 1043 人
次、巡查车86辆次，投入机械设备178
台班，抛撒融雪剂 319.7 吨、防滑料
191.2吨。目前，各条运营公路铲冰除
雪作业仍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辖区
道路未出现交通阻断。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
长冯波表示，降雪后，他们实时关注天
气变化，根据路况信息评估运营线路
和运营条件，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通
行。受雨雪天气影响，截至2月2日中
午，全市客运班线车辆、危运车辆已全
部停运，出租车、网约车仅限城区内营
运，调整了部分公交线路，做好运输风
险防控。

“我们将继续按照省市春运工作

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深入分析研判目
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断
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与公安交
警、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联勤联动，做
好除雪保畅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
全。”冯波说。作为陕北地区主要铁路
客运服务单位，延安火车站承担着我市
百姓南来北往的旅客运输任务。2月2
日，伴随着新一轮雨雪天气，延安火车
站迎来周末客流高峰。为满足客流需
求，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该站增开16趟
多方向临时旅客列车，包括西安、安康、
神木、呼和浩特、包头等方向，并及时增
开售票窗口，优化服务措施，助力旅客
平安出行。

同时，延安火车站还在候车大厅设
置便民驿站，提供免费充电区、温馨餐
吧，在卫生间安装免费抽纸、增加洗手
池暖手宝等。该站在候车大厅和综合
服务中心加强重点旅客对接服务，清扫
站台、进出站口积雪，及时铺设防滑垫，
摆放防滑标识，并对站台、进出站口的
旅客不间断加强雪天安全宣传，确保旅
客出行平安、有序、温馨。

在延安机场，旅客们正在有序排队
值机。为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延安
机场公司提前分析研判，科学安排部署，
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并加强值班安排，留
足留够值守人员，对机场跑道和航空器
进行除冰雪工作，确保运行安全。

从 1月 31日到 2月 2日，延安机场
累计出动吹雪车100余车次，保障航班
起降68架次，旅客4745人次，暂无因降
雪天气造成的航班取消和延误。

延安机场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因天
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将积极配
合航空公司做好航班大面积延误后旅
客安抚和改签工作，主动为旅客提供热
饮、餐食，最大限度减少旅客的不便。

确保“菜篮子”稳产保供
——我市积极应对雨雪天气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记者 贺秋平 殷宇峰 通讯员 杨洁

清雪除冰保畅通
护航群众“回家路”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春运平稳安全运行

记者 李欢 叶树峰

腊月二十二，年味渐浓。这天
一早，习近平总书记乘坐“复兴号”
来到天津。

“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
户。”这座城，襟河枕海，历史的波澜
与时代的脉动交汇于此。

人民，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
力量。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是
这次考察分量最重的主题。

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村子，秩
序井然；古色古香的街区，人流如
织；庄严肃穆的纪念馆，记载的是实
现人民解放进程中重要一役；市委
和市政府工作汇报会上，深刻阐述
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落脚点
也在人民的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中
间：“农历新年是龙年，龙在中华
文化中有着勇敢奋进、活力无穷、
吉祥如意等多重寓意，寄托着美
好的愿景。大家对新的一年要充
满信心，把日子过得更好。”

一份牵挂，放在心上

汽车沿着冰封的子牙河，驶入
西青区第六埠村。

海河平原仿佛一个西北高、东
南低的巨大簸箕。千淀归墟，百川
赴海。而这里，又是三川交汇的一
个低洼地。

去年海河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时，第六埠村也遭了灾。当地干部
告诉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水深 2.51
米，村里 2000多个蔬菜大棚全淹
了。

总书记进村，先看一看这些大
棚的修复，了解当地农业恢复生产
情况。

郝健和张凤文老两口正在新棚
里忙活。采摘、打包，准备将新鲜的
蔬菜配送到市里的社区。

看到总书记，他们又激动又感
动，一畦接一畦地介绍自家的菜
地。新的棚，新的日子，新的希望。

“特别感谢党和政府，大棚修复、补
种抢种，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这里也是天津的蔬菜基地之
一。习近平总书记握住老郝的
手：“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辛勤劳
动，丰富了春节的‘菜篮子’。”

“咱们的菜都好吃，特别甜。”张
凤文说道。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问：“菜甜，
是什么原因？”

“水好，土也好，红沙土。”
一年年耕耘，脚下这块土地，村

民视若珍宝。习近平总书记深知乡
亲们的愁和盼，一直牵挂着那些遭
了灾的地方。去年洪灾后，到黑龙
江的灾区，看补种抢种的进度；北方
入冬之际，在北京、河北的灾区，看
温暖过冬的保障有没有到位；而今，
春节前夕，他惦念着灾区的乡亲们
能不能过个好年。

村里，总书记走进四世同堂的
杜洪刚家。

花糕、年馍，窗花、灯笼，处处是
年的喜庆。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迎着
总书记。“您老高寿？”“84啦！”“硬
朗！硬朗！”

老人医保、孩子读书、年轻人就
业，总书记问得细致。

“还有什么需要党和政府关心
帮扶的事？”

“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很快渡过
了难关，不觉得日子难。又添了小
孙子，今年是全家倍儿高兴的一个
年。”

听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很
是感慨：“国泰民安，民安才能国泰，
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时刻记挂
着大家的安危冷暖，也希望乡亲们
依靠自己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创
造幸福生活。”

战洪水、抗地震，稳经济、促发
展，应变局、开新局……风雨中，党
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拼搏在
一起、奋斗在一起。时时放心不下
的，是人民幸福生活这一“国之大
者”。

村广场上，乡亲们都来了。白
发老人、垂髫少儿，笑容暖了心窝。
在外打工的乡亲也回来了。他们欢
呼着向总书记拜年。

“乡亲们好啊！”
“看到灾后能有这样一个气氛

和景象，我心里也特别高兴。灾后
恢复重建，咱们全国，特别是京津冀
地区，这场水灾以后，都恢复得很
好。党中央也下了决心，为老百姓
的安居乐业，努力把水利防汛工程
建设得更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越
是艰难之时、越是急迫之际，更见万
众一心、攻坚克难。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
情，一定要办好。”朴实却坚定。

一份传承，历久弥新

天津古文化街披上了节日的盛
装。

这里是天津最早的经济、文化、
商贸聚集地，素有“津门故里”之
称。红灯笼、中国结、大“福”字，镶
嵌在岁月斑驳的砖墙、青石板之间，
如一幅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画。

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大江南
北的古街老巷、风景名胜热闹起来
了。这条街也是人潮涌动。习近平
总书记的到来，让古街沸腾了。

看到孩子们吃糖人，看到商贩
卖嘎巴菜，总书记都走上前聊一
聊。“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节日期间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关
系着老百姓能不能放心消费、快乐
过年，是家事也是国事。

看古街，看的是政通人和，也
是文脉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注意
到一个横幅，“津味中国年”。绵长
文脉浸润于这座城市的筋骨，融汇
于漫漫征途。总书记对天津寄予
厚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
内涵的文化品牌，进一步彰显天津
的现代化新风貌。”

不少“老字号”坐落于此。历史
悠久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果仁张
闻名遐迩。进了店，问品种、问客
流、问价格，总书记也掏钱买了几盒
麻花和栗子羹，送了两盒给身旁的
一名小男孩。

泥人张始于清道光年间。总书
记走进店铺，一件件作品神形兼
具。一位手艺人正专注修复“孔子
抚琴”的泥塑，说起晾干、烧制、打
磨、上色等工序。习近平总书记感
慨，一代代接续的工匠精神，让文脉
得以绵延不息。

街边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店铺，
挤满了游客。杨柳青木版年画始于
明代，因运河通航而南北交融，兼收
并蓄。总书记端详“勾、刻、印、绘、
裱”道道工艺，“连年有余，寄托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街流淌的是光阴。这些年，
北京前门老胡同、广州永庆坊、潮州
牌坊街、福州三坊七巷、拉萨八廓
街、山西平遥古城、苏州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一条条老街，古与今交
相辉映，承载着历史记忆，也浓缩着
时代新貌。

徜徉其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

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
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现代
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街道上，鼓乐铿锵，舞龙、舞狮
表演喜气腾腾。四面八方的人都朝
着这边涌来，挤得水泄不通。“总书
记，过年好”，问候声、欢呼声、掌声，
久久回荡。

“看到市民和游客在欣赏传统
民俗表演时喜气洋洋，感受到了浓
浓的年味。”“春节期间，各地可以多
举办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
动，让节日更喜庆、更欢快。”总书记
向大家拜年，暖意融融：

“祝愿海内外中华儿女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龙年大
吉！祝愿伟大祖国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繁荣昌盛！”

一份启迪，温故知新

天津，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以
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
兴业”，习近平总书记视红色资源为
宝贵的精神财富。

平津战役，解放战争“三大战
役”的最后一役，中国革命的光辉一
页。考察的第二天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鉴往知
来、向史而新。在这里，探寻事业兴
衰成败的关键，重温红色江山的来
之不易。

电文手稿、军事沙盘、史料照
片……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惊心
动魄的岁月。

天津一役仅仅历经 29个小时
的激战。“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
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
头”，当解放军会师于金汤桥，敌方
原本以为固若金汤的防守，溃败如
山倒。“军队打的就是士气！”总书记
赞叹。

兵戈火力之战，也是民心向背
之争。1949年毛泽东同志回答“用
的是什么妙计”时说，打仗没有什么
妙计，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展板
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民心
最重要。”

展馆内，炕桌、锅碗、木榔头、纺
车、米袋子……万千乡亲“最后一碗
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
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
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总

书记动情地说：“战争胜利确实靠后
勤，靠老百姓。”

倾听历史的回响。
“这次看了平津战役纪念馆，三

大战役纪念馆我都看了。三大战役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地位是不可
替代的，以经典之作载入史册。”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我们
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解，但还要
学而时习之，反复琢磨、吸取营养，
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领悟。”

一副担子，善作善成

天津是座老城。元蒙口的运粮
船、海河边的盐坨地，已渐行渐远。
这里曾有一夕潮来集万船，也有工
业文明的璀璨夺目。而现在，时间
的车辙到了新时代新征程，天津的
发展之路，怎么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四次到天津。从时间的维度
看，围绕天津发展的部署要求思路
清晰，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从空间的维度看，天津的发
展，是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缩影。
考察第二天下午的天津市委和市
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道：“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
略牵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

这是天津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
定位，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汇报会上，总书记围绕定位，深
刻阐述了四个要点，要求天津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上、在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上、在文化传承发展上、在城市
治理现代化上善作善成。古诗形容
天津：“津门极望气蒙蒙，泛地浮天
海势东。”这四个方面的擘画，如泛
地浮天，景象壮阔。

此行前夕，在北京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的硬道理”，并深刻论述了“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
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内
涵，正契合今日天津的发展之需。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天津：“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

天津创造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现

代大学、近代第一家公立医院、第一辆
有轨电车、第一家机器铸币厂等“百个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讲起飞鸽牌自行
车、海鸥牌手表等，那是一代人的家喻
户晓。熠熠生辉的传承，为天津作为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奠定了根基。

而今的格局，北京孵化、天津落地，
京津冀协同创新、产业协作正深入推
进。“产业转移、产业互补，你们的发展
空间比过去更大了。”总书记进一步指
明方向：“要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走深走实，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和京津
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唱好京津

‘双城记’，有效贯通区域创新链产业链
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

“‘双城记’我点的是两组地方，京
津双城，成渝双城。京津城际列车一天
有多少班？”

“142对。”
“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形成。”京津

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
要动力源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
家战略已近十年。“在公共服务上要加
强共建共享，在社会治理上要强化同城
效应。”“要加强与北京的科技创新协同
和产业体系融合，合力建设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即将收官。天
津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常学常新、常
悟常进的收获。

习近平总书记谋深虑远：“学理论
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要
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一次，总
书记再次强调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时
有发生、防不胜防，要持续抓、反复抓。”

“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擘画发展，字句间饱含着真挚而深

沉的人民情怀。
“天津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保

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切围绕老百姓的关切。衣、食、住、
行、教育、医疗、养老……千家万户，千
头万绪，苦干实干就是为了“让人民群
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

龙年将至，满怀憧憬，砺行致远。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陈伟光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新华社天津2月3日电）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赴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纪实

● 农技服务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