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陈林懿）为进一
步学习宣传贯彻市“两会”精神，白河
县委编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切
实增强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水平，构建便捷高效的事
业单位年报审核体系，推动年报工作
提质增效。

端口前移， 保障年报信息准确。
在事业单位法人年报报送窗口开放
前，全面排查县域内 117 家事业单位
的法人证书刊载事项是否与现状不
符， 制作应变更未变更事项清单，提
醒各单位及时前来办理变更手续，确
保法人年报内容全面、精准无误。

压茬推进， 保障年报报送及时。
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举办单位双重
督促机制，定期更新未报送年报单位
名单，并在工作群内提示提醒 ，督促
主管单位和事业单位业务人员协同

配合，及时报送 ，确保法人年报流程
畅通、报送高效。

精细服务， 保障年报格式规范。
在省市提供的填写说明基础上，该办
逐项细化填写要求，制作事业单位法
人年度报告书填报模板和所需材料
清单，并且提供在往年“双随机”交叉
评估中获得高分、排名靠前的事业单
位法人年报作为参考、 学习范本，确
保各年报材料整齐无缺、年报内容不
失规范。

审核高效， 保障年报内容优质。
坚持贯彻 “一网办理”“三级联审”原
则，实时处理系统内上传年报 ，不堆
积、不拖延。 采取阅卷式审核方式，对
年报内容存在问题的，主动联络业务
人员，提出修改建议并督促其及时订
正再次上传，确保法人年报内容准
确、量质同优。

白河推动事业单位
法人年报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伟）去年以来，
市水利局锚定“全省争一流、全国争先
进”水利工作目标，全面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坚持党建工作经常抓、抓经常，以
高质量的党建工作引领安康水利高质
量发展。

持续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履行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
度， 强化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扎实开展“三个年”活动，不断提高“政
治三力”。修订完善《安康市水利局党组
会议议事规则》等制度，严格贯彻落实
民主集中制，抓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及述
职述廉等制度有效落实。认真落实班子
成员党建联系点制度，主题教育期间班
子成员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生活，讲专题

党课、座谈交流，不断凝聚干事创业精
气神。

持续发展民生水利。 坚持兴水利、
惠民生， 改造提升农村供水工程 144
处，受益人口 20.17 万人。 积极做好移
民后扶工作 ，2022 年度中央水库移民
扶持基金绩效评价排名全省第一；坚决
扛牢“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政治责任，河
湖长制工作受到省政府激励通报表扬，
“全省幸福河湖” 命名暨创建工作推进
会在汉阴召开，经验做法连续三年被水
利部向全国推广。 成功应对 17 轮强降
雨，实现安全度汛目标，在全省水利工
作会上交流经验，被市防指评为全市防
汛抗旱工作先进集体， 荣获 2023 年度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称号；

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扎实开展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年行动，荣
获全省 2022 至 2023 年度水利建设质
量考核 A 级，位居第一方阵。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深化水利“放
管服”改革，将审批时限平均压缩 41%
以上，水利窗口荣获政务服务各类通报
表扬 19 次，被评为 2023 年度政务服务
红旗窗口。持续做好创文和国卫巩固提
升工作，在市区创文办 9 次通报中 6 次
获得“好”等次。 2023 年，获评重点现代
农业园区包抓工作优秀单位、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先进单位、信访工作考核先进
单位、全市政务公开优秀单位。

持续严明纪律作风。严格落实党组
主体责任、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深入开展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坚持用制
度管人管事，制定印发《安康市水利局
水利项目申报和资金计划下达管理办
法》等，不断提升内控制度建设和管理
水平。 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宣传月活动，
强化警示教育，深化清廉机关建设。

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坚持“好干部”
标准，树立“重实干、重业绩、重担当”公
平公正选人用人导向，强化干部履职日
常考核和年度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干部
选拔任用、评先评优、问责追责等结合
起来，交流提拔科级干部 14 人、职级职
称晋升 20 人、公开遴选干部 5 人，进一
步激发全体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市水利局以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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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侯佑华 ）日前 ，
市统计局召开 2024 年全市统计工作
会议，市统计局领导班子 、各科长和
各县（市、区）统计局局长 、经发局局
长及相关股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2023 年，全市统计系统紧紧围绕
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市县联动 “一
盘棋”、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推动各项
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市统
计局被评为“全国物流统计工作先进
单位”“全省节能减排工作先进单位”
“市级三八红旗集体”。 建立富硒产业
统计方法制度 ， 获省统计局审批实
施，成为全省首个特色产业地方统计
调查制度。 生态产品总值试算工作获
省局通报表扬 ， 为全市探索建立

“GDP+GEP”双考核机制奠定基础。
全市统计系统将始终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
统，客观反映发展趋势和成效 ，始终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 用数据 “说
话”、用数据 “发声 ”，用数据激发 “活
力”、用数据展示“优势”、用数据彰显
“前景”、用数据引导“预期”。 2024 年，
全力推动“1234”工作目标，以更高标
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坚定不移狠抓
落实提高执行力，进一步坚定推动和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挺膺
担当 、砥砺奋进 ，以干克难 、善作善
成，为加快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
节点城市和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
坚实统计保障。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尹仁财）3 月 15 日， 由市老干部活动
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和汉滨区初级
中学主办的 “太极进校园 ，国粹润少
年”志愿服务主题活动举行。

活动中，老年大学太极队为师生
展示了 “花样 52 式太极双环”“功夫
扇”“42 式太极拳”等精彩节目。 整个
表演动作流畅、整齐划一、招招均匀、
步步有度 ，精湛的技艺 、优雅的动作
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此次活
动不仅让同学们领略到了太极拳的
风采和魅力，还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据悉 ，近年来 ，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安康老年大学 ）引导干部职工和
广大离退休老干部，积极践行雷锋精

神， 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常年开展慰问演出 、义写义拍 、宣讲
宣传、关心下一代 、文明城市创建等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其中太极队的
“太极四进 ”、南苑艺术团的 “走进敬
老院慰问演出 ”和老干部乐团的 “民
乐文化进校园”等志愿服务深受广大
群众欢迎。

下一步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安
康老年大学） 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结合学雷锋月的契机 ，持续开展 “进
校园、进机关、进敬老院 、进社区 ”等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用更多形式的志
愿服务活动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争
做文明实践行动者和雷锋精神传承
者。

本报讯（通讯员 黄姣姣）开年以
来，汉阴县交通运输局以 “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实干状态，集
中力量、开足马力 ，全力推动交通项
目建设实现“开门红”。

复工项目提质量。 春节后，立即
召开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安排会 ，对
2023 年交通建设项目进行复盘总结，
对 2024 年交通项目制定项目计划表、
签订责任状，由分管领导带项目技术
人员在复工前对施工现场的水、 电、
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督查，召开复工
前质量安全培训会 ， 重点对留守人
员、返岗人员、转岗人员、新进场人员
进行专项培训，确保各项工作做细做
实做到位 ， 实现交通项目高效率复
工、安全文明施工。

新建项目促落实。 将前期手续办
理 、 征地拆迁各项工作任务逐一细
化，分解排序到天，每天一安排、一周

一总结 ，制定工作责任清单 ，将责任
具体落实到人 、倒排到天 ，每周五局
主要负责人对照清单逐项检查，对未
完成的进行跟踪督办， 并追责问效，
倒逼工作落实。 目前，双河口至观音
河二级公路隧道进入招标环节，双河
口古镇街道改造工程施工队即将入
场，城东一级客运站及物流集散中心
项目前期高效推进。

在建项目抓进度。 秉承安全、科
学、高效的原则，加快建设进度，对在
建项目 ，坚持 “一线工作法 ”，班子成
员一线包保,遇到问题一线解决，时间
上打紧，节奏上加快。 开年后，S213 凤
凰山隧道主洞掘进 200 余米，目前累
计掘进超 900 米，汉阴县双河口古镇
生态停车场于 3 月 12 日完成沥青摊
铺，随即完善停车线 、方向引导指示
标识，配套停车场绿化亮化设施设备
后即可投入使用。

不误农时不负春， 田中已有早行人。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石泉县池河
镇各村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 ,铆足干劲 ,共
同浇灌丰收的新希望，一幅幅生机勃勃的
春耕备耕画卷徐徐展开。

走进五爱村现代农业园，只见一个个
成熟的羊肚菌“站”在菌垄里，如雨后春笋
般破土而出。 长势喜人的羊肚菌呈褶皱
状，撑开的菌盖犹如一把小伞 ，撑起了五
爱村的“致富伞”。

村民们提着篮子、拿着小刀，正忙着采
摘成熟的羊肚菌，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今年种植了 8 亩羊肚菌， 一亩地产量
大概是 40 多斤，鲜货每斤可卖 80 元，干货
有黑龙江、 吉林那边专门的收购商来收，一
般是一斤 400 到 420 元不等，年产值在 8 万
元左右。 ”种植大户黄朝斌乐呵呵地介绍。

在明星村密植桑园基地，则是另一番
忙碌景象。 “只有把桑园里的杂草收拾干
净，桑树才会长得更好，后期桑叶的质量
也会更高， 养出来的蚕出茧才会个大饱
满。 ”桑农们一边收拾杂草，一边交流桑园
管护经验。 作为西北第一蚕桑大镇，为推
动蚕桑产业提质升级，池河镇积极探索春

管模式，动员农户在桑园里多翻土 、喷洒
蚕桑用药，进一步提高桑叶产出率。 据了
解，池河全镇桑园面积达到 1.5 万亩，年养
蚕发种 2.3 万张， 蚕桑已成为全镇农民增
收的一项重要产业。

来到力建村 2 组，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技术人员正在为农户们讲解预制菜种植
技术要领。 “茄子种密了不见得能高产，单
行匀栽科学地控制好株距，行距 120 厘米、
株距 60 厘米是最合理的。 ”技术员在田间
地块与农户们互动演示，讲解其中缘由和
注意事项。 今年以来，池河镇立足自身产
业优势，主动作为、精心谋划，聚集新兴、
力建、五爱、良田等村丰富的土地资源发
展千亩预制菜保供基地，当好石泉富硒产
业的菜篮子，为飞速发展的预制菜行业再
次注入新动力。 截至目前，池河镇已完成
土地流转 900 余亩， 签订预制菜种植订单
1000 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池河镇将
坚持把抓好春耕备耕工作作为农业生产
的重中之重， 全面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为
实现农业增效、做大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
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正值魔芋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 连日来，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岚皋县各地田间地头，村民们
抢时机、忙备耕，掀起春耕生产热潮。

走进岚皋县蔺河镇棋盘村魔芋种植基地，20 余
名工人正在田间地头分工合作，开沟、起垄，一派繁
忙景象。

“这段时间大田魔芋的筹备工作就是起垄，起完
以后施有机肥，春分前后就开始准备下种。 ”岚皋县
富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亮均介绍。

2023 年， 该合作社在棋盘村流转 80 亩土地种
植大田魔芋，通过科学精细的管理喜获丰收，每亩纯
利润达到 8000 元。 与此同时，为不断促进魔芋种植
规模化发展，合作社采取“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 持续壮大魔芋产业， 带动农户增
收。 “我们两口子工资是一天 240 元，养家糊口足够
了。 ”棋盘村村民艾全喜说。

董亮均告诉笔者，棋盘村区位优势优越，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魔芋生长， 加之魔芋具有生
长周期短、产量高、经济效益好等优点，这也大大增
强了他发展魔芋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信心。去年，合
作社以 500 块钱一亩的价格流转了 49 户村民的土
地，劳务工资加上流转土地收入，人均可增收 1000
余元。

“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大田魔芋 280 亩、林下育
种 300 亩。下种以后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带动农户种
植，提高魔芋产量、增加群众收入。 ”董亮均说。

今年岚皋县计划新增魔芋种植面积 1.8 万亩，
实现总面积 15 万亩，魔芋产值达到 15 亿元。新培育
一批魔芋产业链重点项目， 建设良种繁育示范基地
20 个，争取创建国家级魔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春耕备耕忙
通讯员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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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部署今年统计工作

安康老年大学太极队
走进汉滨初级中学

汉阴交通项目实现“开门红”

①3 月 15 日，汉阴县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现
场教大家如何辨别产品真伪、预防消费陷阱等，提高了群众的消费维权意识。

贺珍珍 苏凌云 摄
②3 月 13 日，白河县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并在白河县

垃圾填埋场开展了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 20 多
个品种，涉案货值达 62 万余元。

� � � � � �张远瞻 摄
③3 月 15 日，在安康中心广场，汉滨区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将

自己手绘的保障消费者权益绘画，赠送给在此参加活动的安康移动展位上的工
作人员。

林江 摄
④紫阳县司法局麻柳司法所联合市场监管所、派出所等部门，开展“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治宣传活动。
叶明星 摄

⑤汉滨区融媒体中心组织 20 名消费体验官走进泸康酒厂， 参观省级非遗
工坊、安康酒文化博物馆，体验泸康酿造技艺和白酒酒体设计等工艺流程，让消
费者直观感受产品质量和产品管控全过程。

周濬 摄
3 月 16 日， 安康中心城区某小区内有市民

遛狗不牵绳。 郑时根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我市各地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