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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6 月 1 日，科技部公布第九批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验收结果，25 个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通过验收，陕西安康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在列。
自 2020 年经科技部批准设立以来，

安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对照创建目标任

务，全面补短板、强弱项、
促提升， 现已建成面积
117.78 万亩，累计新增投
资 11.25 亿元，其中核心
区 1.5 万 亩 、 示 范 区
11.28 万亩、 辐射区 105
万亩， 园区综合产值达
65.5 亿元。

目前 ， 园区已形成
“核心区—示范区—辐射
区” 三区联动发展架构，
基本建成集农村创新创
业、 农业成果展示示范、
先进成果转化推广、高素
质农民培训、产业融合发
展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位
于汉阴县月河川道沿线，
建成实验基地 1.3 万亩，
科技服务及加工配套设
施建设用地 0.2 万亩，三
年 新 增 投 资 达 2.71 亿
元，重点建设创新创业服
务、 富硒特色农产品加
工、 农产品展示销售、富
硒功能农业试验四大功
能区。示范区是根据核心
区富硒农产品加工原料
需要，围绕“一主四副”富

硒特色产业，共计建成各类农业科技示范
园 11.28 万亩。 辐射区围绕富硒粮油、富
硒茶叶、富硒魔芋、富硒特色果业、道地中

药材，共计建成各类示范基地 105 万亩。
农业科技园区是科技创新驱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和示范区。安康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主导产业为富硒粮油、富硒
茶叶、富硒魔芋、富硒林果和道地中药材
“一主四副” 富硒特色产业。 经过三年建
设，建成以红星米业、新鑫米业、金福海油
脂等龙头企业主体牵头的富硒产业试验
基地 1.3 万亩；改造提升了各产业生产线
共 25 条； 在核心示范区建成各类农业科
技示范园 11.28 万亩，在全市建成“一主
四副”五大产业示范基地 105 万亩。 基本
形成从科研、种植、加工、贮藏、销售到服
务等环节完整的产业链条，双创环境明显
改善、两链融合持续深化、产业优势更加
明显。

园区累计争取中省市各类科技项目
88 项，授权专利 2372 项，现有涉农类高
新技术企业 59 个、 科技型中小企业 259
个。 汉阴核心区和示范区内园区 R&D 累
计经费支出 1.16 亿元， 现有涉农高新技
术企业 5 个。 园区综合产值 65.5 亿元，园
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 万元。

下一步，园区将从“加强政策支持，优
化创新生态；依托项目建设，加大扶持力
度；延伸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加强科
技服务，优化创业环境；聚焦富硒产业，提
升数字赋能；加强科技宣传，营造创新氛
围”六大方面，全方位提升园区发展能力，
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贡献力量。

（市科技局供稿）

安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验收
近日， 市政务大厅不动产窗口工作人员郭仲

芸、马存光收到一封来自 68 岁老人汪女士的手写
感谢信。信中称：“我太感谢这些柜面工作人员，他
们为民解忧办实事， 为我至少缩短一个月过户手
续时间！我们老百姓喜欢他们这种工作风气，仿佛
见到贴心人了！ ”

据悉，5 月 12 日， 汪女士同其女儿一同前来
大厅办理二手房过户业务。通过查询，该房产曾经
办理过抵押， 需要提交房屋他项权证办理解除抵
押后才能办理后续的相关手续， 如果没有他项权
证， 需要办理挂失，15 个工作日以后再办理后续
相关手续。 随后汪女士二人回家查找房屋他项权
证。 5 月 16 日二人再次来到大厅，表示房屋他项
权证没有找到，内心十分焦急，向工作人员寻求帮
助。 了解到汪女士因自责没有保管好房屋他项权
证天天在家里怄气，女儿也因为需要陪同她，已经
多次向单位请假，为帮助其尽快完成业务办理，不
动产窗口决定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本着“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路”的宗旨，不
动产窗口工作人员郭仲芸通过查询电子信息找到
了该户的他项权证号和银行开具的解除抵押函，
又联系房管局档案室， 把该户具体情况和相关印
证资料反馈给房管局。经过多次沟通协调，顺利为
该户办理了解除抵押业务， 为后面办理房产过户
节省了时间。

办理完所有业务后， 汪女士真切地对窗口工
作人员说道：“太感谢你们了， 能设身处地地为我
们百姓考虑，真不愧是为民服务的好榜样。 ”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5 月
22 日，老人为表谢意，特意手写一封感谢信对不动产窗口工作人员郭
仲芸、马存光高效、热情的服务给予表扬和肯定。

以上事例既是市政务大厅服务窗口进一步强化群众观念、 提升服
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的具体实践，更是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三个年”
活动精神的贯彻落实。一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始终以人民满意为
落脚点，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困难和需求，
提供绿色通道、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便民服务，切实解决老百姓急难
愁盼问题。

下一步，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继续以“三个年”活动为抓手，围
绕“审批更快、作风更实、服务更优”的
目标， 不断推动行政审批服务工作提
质增效， 把企业和群众的事办实、办
快、办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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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凌杨）近年
来， 平利县广佛镇坚持把产业振
兴作为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和农
村繁荣的有效抓手， 紧紧依托党
建引领强、资源禀赋好、集体经济
优、大户园区多的“四个依托”模
式，持续扩大特色产业优势，实现
了由产业大镇向产业强镇蜕变。

依托党建引领，强头带动。镇
党委统筹把方向、 班子成员抓示
范、支部书记带头干，广佛镇按照
“政府引导、村委唱戏、集体获利、
群众增收”的路子，镇统筹谋划部
署， 指导各村确定贴合实际的产
业发展项目， 完善全镇产业配套
基础设施，为产业兴旺搭好支柱、
建好平台，镇村干部包户到人、包
地到亩，层层夯实产业发展责任，
鼓励和支持支部书记带头发展产
业、引领农户、促进增收。 目前全
镇已发展 10 名支部书记作为产
业带头人，占比 77%。

依托自然禀赋，务实规划。坚
持规划先行，遵循因地制宜、因村
制宜的原则， 着眼低山丘陵一带
发展茶叶、绞股蓝及油菜，川道坝
子一带发展富硒水稻、 玉米和大
豆， 高山林地一带发展精深加工
中药材、烤烟和林下经济。加快形
成“一村一品、一村多品”格局，初
步建成一个市级食用菌产业园、
一条十里富硒粮油产业带、 一个
千亩烤烟示范带、 一个中药材产
业及林下经济示范带、 一个茶旅
产业示范带“一园四带”框架，基
本形成了区域布局合理、 产业特
色鲜明、 经济效益显著的融合式
产业发展体系。

依托集体经济，集约发展。一
是集约资金。从首位产业入手，统
筹各村集体经济 950 余万元，建
设全县最大的夏秋茶综合利用航
母生产线； 参与安康秦汉古茶恢
复创新项目，打造“世界上最早的
茶”金字招牌；投资鸿鑫农业有限

公司，开发利用特色红茶新产品；
入股沃源美创新农业有限公司，
改造老茶园、提升新茶园，在促进
茶饮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村
集体经济稳定增收。 二是集约土
地。 为解决零散薄弱的传统小规
模农业生产模式缺乏市场竞争力
的问题， 一方面通过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流转闲散土地 700 余亩，
将其适度向种田能手、 专业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 实行农业
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提
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另
一方面大力开展撂荒地治理，整
治利用撂荒地 500 余亩， 健全基
础设施，增加优质土地存量。

依托大户园区，提质增效。围
绕做强园区带产区、 培育大户带
农户，依托本地优质的土地资源、
产业奖补政策， 鼓励集体经济组
织与龙头企业合作联营， 让一批
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
效益明显的农业大户持续做优做
强，引进和鼓励社会资本、企业业
主发挥自身优势，扩大规模，做实
产业链“链主”机制，实施园区梯
次培育行动，构建集体带动、龙头
引领、项目支撑、园区承载、社会
参与的产业集群， 做实末位淘汰
机制，深化“大户+农户 ”产业扶
持模式， 完善大户和普通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流转、劳
务用工、产品回购、技术培训、品
牌促销等措施， 把农户镶嵌在产
业链上，让大户领着农民干，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赚。 通过“四个
依托”，广佛镇目前发展食用菌园
区 200 亩，稳定管护茶园 2.56 万
亩，落实富硒粮油 2.5 万亩，种植
烤烟 1700 亩、 中药材 1 万亩，新
建绞股蓝 1600 亩。

广佛镇：“四个依托”
打造产业强镇

近年来，镇坪县曾家镇立足实际，以增
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以
培育特色产业、强化招商引资为突破，通过
绘好“四季富足图”，扮靓乡村“新颜色”。

产业兴则乡村兴，曾家镇在巩固好传统
产业的基础上 ， 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黄连
515.92 亩、云木香 509.12 亩、玄参 781 亩、碧
根果 200 余亩、菊花 110 余亩、脆李 300 余
亩等特色产业。 发动 27 家企业结对帮扶 13
个村，提供了 200 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户均
增收 1 万余元， 既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又
带动了产业发展， 打开了促农增收新格局，
走上了“多业并举、多元增收”的致富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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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村集体经济在千山湖发展生态养鱼

青年志愿者服务中药材产业管护

青台村百亩“定制”水稻园

开展插秧节活动

向阳村发展生态茶产业 500 余亩

鱼坪村田园综合体项目

通讯员 刘亚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