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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
因地制宜做好秋粮抗旱保苗工作
本报讯（陕西日报记者 吴莎莎） 6月14日，记者从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6月上旬以来，渭北、关中大部及陕
南、陕北局部地区出现轻度到中度旱情。据气象预测，6
月中下旬全省整体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旱情可能持续蔓
延发展，对春播作物生长、夏播作物播种及出苗产生不利
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做好秋粮
抗旱保苗工作。

当前，正是春播秋粮生长发育和夏播秋粮破土
出苗的关键时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组织发动各种力量，调动各类资源，形成工作
合力，把抗旱保苗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把

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最大程度减轻旱情影
响。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
部门的会商研判，及时掌握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墒
情、苗情、病虫情监测，准确研判旱情发展趋势，提早提出
防范指导意见。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抗旱措施，协调解
决抗旱水源，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确保预警信息
到户、防御措施到田。要加密灾情调度，实行重大灾情及
时报告制度，准确掌握灾情信息，科学评估灾害影响，及时
报告抗灾救灾工作进展情况。

（下转第二版）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市民便趁着凉爽的早晨来到早市挑选食
材。连日来，每天的早市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自宝塔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科学引导、合理规划，在市区设置多处便民早市后，不仅群众购物方
便了，还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活力。 记者 赵合欢 摄

便民早市人气旺

如今在延安，城市书房开进了
大街小巷、商圈乃至景区，以其创意
和个性，吸引人们驻足。小小的城
市书房犹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这
座城市的文化脉络，也让人们尽享
阅读之美。

今年以来，延安市开放多家“延
州阅读”城市书房，打造城市新的文
化符号和文化地标，让阅读新风尚
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打造家门口的“充电”驿站

近日，记者走进延安学习书院
“延州阅读”城市书房，墙上的标语
“梦想从学习开始”十分吸睛。

22岁的赵毓晞是即将走入社
会的职场“小白”。面对复杂多变的
职场，她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快速适应工作节奏。

“家门口的城市书房很方便。
在这里，读书是一种享受。窗外阳
光明媚，屋内书籍浩瀚，静下心来，
我很快就能进入学习状态。”赵毓晞
说。

得一寸天地，享一缕书香。延
安学习书院“延州阅读”城市书房总
面积约 1200平方米，藏书 1.2万余
种6万余册，设置红色书籍专柜、阅
读区、书法展台区等区域。在这里，
读者不仅可以享受阅读时光，还可
以参与圣地大讲堂、红沙发读书会、
亲子阅读、学习分享会等文化活动。

图书馆是全民阅读活动的核心
力量、主要阵地和重要组织者。

“为打造‘延州阅读’城市书房
品牌，我们特别设置了青少年阅览
区、少儿绘本区、黄土文献馆区。目
前馆藏古籍 1.5万册、图书 31万余

册，有阅览座位2600个。”延安市图
书馆副馆长刘红娟说，“2023年至
今，图书馆共接待读者 41万余人
次，外借图书 12万册，开展各类活
动近300场。”

近年来，延安市图书馆致力于
提升配套设施建设，通过打造“延州
阅读、书香延安”等活动品牌，不断
强化服务效能，提升图书馆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推广全民阅读，平台建设是基
础。延安市坚持“紧贴群众需求、突
出地方特色、科学规划实施”的原则，
突出公益性和广泛性，持续推进“共
享书屋”建设，努力打造功能齐全、便
民利民、温馨舒适的城市书房。

一个城市书房，一座精神粮仓。
如今，随着全民阅读的触角不断延
伸，书香正飘散在延安的角角落落。

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

“没想到在等待办理业务的间
隙，还能在这里看一会儿书，感觉特
别好。现在，政务服务越来越贴心
了。”5月 16日，前来延安市政务服务
中心办事的市民赵晓娟忍不住赞叹。

在延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延州阅
读”城市书房，依墙而设的几个书架
上摆满了各类书籍。前来办事的市
民不仅可以坐在阅览区休息，还可以
随意翻阅书籍，享受幽幽书香。

构建书香社会，离不开优质阅读
内容的供给。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二级调研员王永良表示，他们将不
断丰富书籍供给，提供更多的贴心服
务，让“延州阅读”城市书房成为思想
教育、学习“充电”、汲取知识的“精神
驿站”。 （下转第二版）

“延州阅读”城市书房：

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陕西日报记者 周恒宇 本报记者 刘小艳

本报讯 （记者 谷嫦瑜 通讯
员 白腾 马延富） 一年一度的

“618”网购盛宴已提前拉开帷幕，随
着消费者购物热情被点燃，陕北农
特产品成为热销品，物流企业也进
入到一年中较繁忙的时间段。

近日，记者走进甘泉县工业园
区延安小米精深加工项目厂房中，
数名工人正在娴熟地操作小米深加
工生产的大型设备。只见一台台设
备高速运转，一粒粒小米经过除尘、
包装、装箱等环节，成为包装精美的
特色产品，随着“618”网购盛宴大幕
拉开，延安小米成为全国消费者的
宠儿。

“进入6月份以来，我们就在淘
宝、京东、抖音等各大网络平台进行
大促，延安小米的优良品质本身就是

招牌，所以销量非常火爆。”陕西粮农
谷添力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部部长孙爱保介绍，平时他们的日销
量是在8000单到1万单左右，“618”
大促期间日销量可以达到3万单。

“为了确保延安小米的品质，我
们实施了订单种植，主要通过与甘
泉县一些乡镇的农户签订订单种植
协议，并对他们进行保价收购。”延
安小米精深加工项目是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延安市政府重点支持项
目，2022年开始建设，项目总投资
额 3589万元，现有年产 2万吨小米
精加工生产线、年产1000吨小米粉
深加工生产线、恒温仓库等附属设
施，预计全部投产之后，达到预期销
售收入 2亿元，项目预计年可实现
税收370万元，带动就业50余人。

在中通智慧物流园区分拣中
心，除了刚刚打包好的延安小米，甘
泉八千里豆腐干、延安苹果、小杂
粮、大枣等陕北农特产品的发货量
也较往常明显增多……分拣线上，
智能分拣系统迅速识别标签上的快
递地址，进行精准分区，用最快的速
度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快递物
流也跑出了“618”加速度。

据甘泉县中通陕北智能科技电
商产业园分拣中心主管刘阳介绍，
这是企业运营以来首次迎来“618”
大促，现日发件量达 60万单，较平
时增长20万单左右。其中，陕北农
特产品发件量明显增加，预计日发
件量达 7万件左右，生鲜类的食品
基本可以做到次日到达。

中通作为新成立的西北转运中

心之一，极大地拓展了西北地区快递
发往全国的送达范围，送达时间提升
了15个小时左右。与此同时，延安智
慧物流产业园韵诺达（韵诺佳）仓储
物流有限公司也已开工建设，这也为
做大做强延安智慧物流产业园增添
了助力。

“物流园区全面建成后，预计年进
发件量达15亿件，实现总产值50亿元，
税收1.5亿元，带动就业7500人，拉动
上下游及其他产业投资10亿元以上。”
甘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郝永杰
说，甘泉将继续以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
园区和全省知名快递小镇为目标，力争
建成全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和
西北地区重要的快递物流集散中心，
为区域内产业转型、产业融合、产业链
延伸和拉动就业增加新引擎。

延安农特产品搭上物流“快车”
“618”期间预计日发7万件

我市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
记者 叶四青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党中央、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
延安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培育
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留下了大
量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

2022年 10月 26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延安中学，他走进学校教
育史馆，了解学校总体办学情况，希
望延安中学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
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弘扬革命
传统，培育时代新人。

谆谆嘱托耳畔回响，红色血脉
滚烫流淌。多年来，延安各类学校
传承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引导
一代代延安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
把青春热血洒在建设和奉献祖国的
新征程上。牢记总书记嘱托，延安
各类学校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让
延安精神像小小的山丹丹种子一
样，在一股股教育春风的吹拂下，飘
向千万个家庭，开出千万朵红艳艳
的奋斗之花……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清晨，延安中学校园里的琅琅
书声，奏响了夏日黄土高原的动人
交响曲。教育史馆内，学校创始人
蔡子伟的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延安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中学，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教

育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和
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光荣
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为革命老区
培养了大批人才。学校先后 15次
易名，14次搬迁校址，1978年正式
命名为延安中学，办学历程从未间
断。

“参观教育史馆是学校每一

名新入职教师和每一名新生的
‘第一课’，我们从入校开始，就将
红色种子播进师生心里。”教育史
馆讲解员蒋蕊说，这是学校“用延
安精神教书育人”课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延安中学赓续红色
血脉，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健全

“五育”并举育人体系，形成以“用
延安精神立德树人”为主题，以责
任教育、创造教育、生活教育、励志
教育为四翼的“一体四翼”素质教
育实践体系，努力培养让党放心、
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下转第二版）

6月 11日，走进洛川县苹果现代产业园区，
在延安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智能分选车
间，机械轰鸣，人头攒动，几十名工人有条不紊
地在分选线上忙碌着。一个个色泽红润、大小
匀称的苹果，正通过圆形硅胶托盘运上智能选
果线，经过检测通道依次归位，按照重量、甜度
等被分成数个等级。工人们麻利地把分级后苹
果摆放至果箱内，进行统一整理包装。

“我们这条选果线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绿
萌 7.0选果线，它不仅能检测出苹果外在的颜
色、大小，还能检测出苹果内在的糖度、霉心以
及褐变，1秒钟能给苹果拍 72张照片，相当于给
苹果做了个CT。”延安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车间负责人曹龙介绍说，目前这条选果线每
天能分选苹果 20万斤，大大提高了苹果筛选的
效率，为公司节约了成本。

在同样位于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的陕西
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工包装流水线上，
几十名工人正在小心翼翼地用发泡网将苹果裹
好，放入专用的包装纸盒。

记者看到，每一个纸盒上都贴有一张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用手机扫描标签上的二
维码，就可以看到这箱苹果的采收时间、生产基
地、施肥信息等。

“我们每一箱苹果都是‘一果一码’，全程可
追溯，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苹果可以通过微信
扫一扫，追溯到我们这一箱苹果来自洛川哪里，
哪一家果农种植，施什么样的肥，套什么果袋，
真正做到让每一位消费者吃得放心、买得安
心。”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主管
赵锋锋介绍说，提升苹果销售的科技含量，可以
让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洛川苹果，在消费者
心中形成一定的品牌印象。

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为了促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洛川县还成功引进智能远程控制全自
动防雹网设备，并在旧县镇建立了示范园，帮助果农改进防雹网收放方
式，全面提升果农防灾抗灾能力。

“咱们这块是一个控制器，通过变速装置连接齿轮，带动绳索来转
动，配备一个便携式电机，连接到齿轮上，通过遥控一键收放……”

记者在旧县镇张村李广才的矮化密植示范园里看到，成片的果园上
空都罩着一张张白色的保护网，镇村干部也正在现场为果农讲解智能远
程控制全自动防雹网设备的安装技术要点、使用方法等。

对于这一新引进的智能远程控制全自动防雹网，果农充满好奇，不
时穿梭在苹果树行间，研究讨论。

“以前搭的传统防雹网一年只能收一次放一次，雇人难、代价高，况
且还有安全风险，现在的自动防雹网天晴的时候可以收起来，遇到极端
天气，用电瓶车8亩地用不了10分钟就可以展开，减少了防雹网的风化，
真正达到收放自如。”洛川县旧县镇张村村民李广才高兴地说。

旧县镇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樊继伟介绍说，智能远程控制全自动防
雹网采用屋脊型结构，是通过联动定滑轮组、紧缆机、钢缆等一系列机械
结构组成，利用屋脊型两侧斜面，能够有效预防雨雪、冰雹等自然灾害，
减少防雹网承重压力，延长防雹网使用寿命，与传统防雹网相比，可以使
整个防雹网的收放过程加快，操作方便，有效节省了防雹网的收放时间
和成本。

“全自动化防雹网80秒左右就可以收放150米防雹网，有着机动性强、
便于操作、省工省力的特点，能够有效节约劳动力，还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樊继伟说，后续将与企业进行进一步对接，探索连接气象大数据平台，互通
气象信息，果农根据天气变化，在家通过小程序就可以操作防雹网。

近年来，洛川县充分发挥地域资源禀赋优势，始终坚持把“创新驱
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特色产业提
质增效上不断取得新突破。通过壮大培优产业、优化扶持政策、搭建创
新平台等，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农业发展的助力，向集约化、精准化、智
能化、科学化迈进，让洛川这座小城焕发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我们将继续整合全产业链条的科技研发平台，利用大数据指导果
农进行精细化种植，同时构建起现代数字化营销体系，充分发挥智能选
果线、冷藏库的作用，全面推广智能分选分级包装，真正实现优果优价、
以质论价，让苹果由‘种得好’向‘叫得响’‘卖得好’转变，使群众依托苹
果产业增收致富。”洛川县苹果营销服务中心主任王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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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延安中学国旗台前，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被授予延安中学，在师生头顶上方传递。
通讯员 杨娟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