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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哲）今年以来，安
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坚持企业群众视角，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断拓展深化服
务方式和质效， 使政务服务迭代升级，实
现从“优”到“精”的全面提升。

聚焦强基础，抓实线下一门。 梳理全
市 391 项行政许可 、335 项行政备案事
项，纳入清单化管理。 市级 42 部门 131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入驻大厅集中办理，上半
年办理业务突破 100 万件。全市事项平均
跑动次数 0.06 次，即办占比 55%以上，压

缩办理时限 78.5%。 在政务大厅推行“半
军事化”管理，建立人、事、物、环境、形象、
品牌“6S”现场管理标准化模式，推行窗口
“无否决权”服务机制，提升党员干部服务
意识和能力素质。

聚焦提效能，抓牢一网通办。 政务服
务网覆盖全市 139 个镇 （街道）、1935 个
村（社区），增设“秒批秒办”办理专区，15
项高频事项实现“自助审批”。公布第一批
93 项“全程网办”事项，创新推出 19 个特
色“一件事”事项，为企业群众在更大范围

提供便利化服务。
聚焦解急难， 做优一线应答。 发挥

12345 热线“总客服”作用，开设营商环境
专席，建立群众不满意等“六本台账”，建
立“一件事+12345 热线”服务模式，常态
化组织市（县局）长接话、政务服务体验员
和“坐窗口、走流程、跟执法、优服务 ”活
动，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

聚焦融创新，做靓一站直享。 落实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规范建设“涉
企服务专区”，设立“政银合作”企业开办

智能化驿站和金融惠企“四贷”服务站，持
续提升涉企审批服务便利度。 上半年，全
市新增企业类经营主体 3581 户、 企业总
量 5.9 万户，同比增长 6.96%。加快政务服
务平台功能升级， 实现 49 项高频服务事
项全市通办，推动与咸阳、宝鸡、山东德州
等地跨市通办、跨省通办，高标准建设“自
助服务区”，实行高频服务事项“24 小时
不打烊”服务。 今年累计帮办 245 个重点
项目，完成 92 个项目准建手续办理，并顺
利开工建设。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近年来，宁陕县皇冠镇全面深化“三联”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和党员群众“主人翁”作用，通
过企地联建，大力发展农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

日前，在皇冠镇兴隆村香菇种植示范园区，皇冠镇党委组织机关、
企业和村党支部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当地村民们一起忙着搬运、摆放
菌棒，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今天我们兴隆村党支部和机关、皇冠实业有限公司、双河村党支
部在我村香菇种植示范园区开展支部联建活动，旨在通过支部联建、产
业联盟、资源联享‘三联’机制，加大企地联谊，助力食用菌产业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 ”兴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岳小东介绍道。

据了解， 皇冠镇兴隆村香菇种植示范园区是皇冠镇 “香菇小镇项
目”中的一个分区域，占地约 70 亩，建有种植大棚 36 个，可容纳菌棒
30 余万袋。

4 月份，菌棒在皇冠村南京沟的养菌棚完成了装袋接种工作，经过
5 个月的生长， 目前已经到达了生理成熟期， 需尽快转运上架到出菇
棚。由于菌棒脆弱，移入种植大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不影响出菇量，
持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皇冠镇政府立即组织机关支部、村党支部与
企业支部 200 余名党员干部开展支部联建活动， 在皇冠镇党委书记的
带领下，党员干部们顶着烈日，来到兴隆村香菇种植示范园区开展菌棒
转移工作。

“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从养菌棚向出菇棚转运上架， 因为时间
紧、任务重，皇冠镇政府了解情况后主动在我们这里组织党支部联建活
动，预计今天转运上架 3 万袋。 所有菌棒上架后预计产 600 吨鲜香菇，
产值 600 万元。 ”皇冠食用菌技术总监许海说，“我们还将进行其他品种
的研发，比如袋料木耳、赤松茸、黑皮鸡枞的种植，进一步扩大规模种
植，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也带动当地居民增加收入。 ”

发展香菇产业不仅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在食用菌上棒、管护、采
收时，还可有效解决当地群众的就业问题。 “近几年发展香菇袋料产业，
让我们年龄大的人就地挣钱，就地就业，增加我们的收入，每年能挣 3、
4 万块钱，让我感到很满意。 ”今年 57 岁的兴隆村村民易家云，借助村
上发展香菇产业的契机，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

目前，皇冠镇已建成香菇大棚 108 个，种植规模 35 万余袋，带动农
户 50 余户 120 余人，预计实现增收 100 余万元。

“近年来，皇冠镇迭代升级‘三联’工作机制，探索推行支部建在产
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群众富在产业链上发展路子，通过支部牵
头、企业引领、党员带头、合作示范，盘活各村闲置资源资产，实现群众
集体双增收双受益。 依托生态旅游产业链党委和驻村第一书记组团服
务等载体，以产业振兴为引擎，做优农林产业质量，聚力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和美乡村，打造富有诗情画意的秦岭山居图。 ”皇冠镇党委副书记
庞浩说。

近日，石泉县
城关镇 500 余亩
订单辣椒迎来丰
收季节，村（社区）
集体经济合作社
抢抓农时，组织农
户抓紧采收，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的
丰收景象。图为黄
荆坝社区集体经
济合作社将辣椒
采收后，正对辣椒
进行筛选、 装框、
晾晒。

董长松 摄

今年 41 岁的刘少涛是安康康硒菜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勤勉好学，从一个“门外
汉”变成了新农人 。

刘少涛是旬阳人，也是一名汉阴女婿，高中
毕业后在外地务工从事土建工程工作 13 年，偶
尔的机会到商超闲逛，他看到了农村时令蔬菜和
水果摊点生意爆棚，暗暗萌生了回乡发展农业的
念头。 2018 年 12 月他收拾好行囊回到了汉阴，分
别到附近的种植户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状况，他听
到当地的产业主体每年都参加多种形式的技能
培训的消息后，便坚定了从“零”学习农业技术的
目标，自学、网上学习、高素质农民培训、就业创
业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农业大讲堂等形式的培
训从不放过。 2019 至 2022 年，在汉阴县七叶莲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经理期间，在不断学习和实
践中， 他积累了丰富的数字农业建设和管理经
验，决定用科技为农业赋能。 2023 年，成功晋升为
安康市第九批中级职业农民，2024 年参加陕西省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项目，同年荣获
安康市 2024 年度特色产业新示范主体称号。

2023 年，他在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成立安康
康硒菜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公司法人，立
志要用智慧引领，打造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的新
样板。 从产业园大棚的规划建设到菜园种植品种
的选择他都一一把关，从不忽视对每个技术环节
的要求。 园区七彩圣女果、草莓、甜瓜采摘体验区
的运营得到了体验者的高度赞许。 果蔬温室大棚

和连栋大棚均配备了更先进智能的水肥一体化、
智能通风、土壤监测、远程问诊、雾化设备、无土
栽培、太阳能杀虫灯等智能设施设备。 园区许多
管理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公司建成的农业大数据
管理平台对指导设施农业的运用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 公司的运营解决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2023 年园区带动了 12 户农户稳定就业，增加
农民务工收入 21 万余元。 2023 年他积极主动承
担了汉阴县高素质农民产业结对帮扶粮油蔬菜
技术帮扶工作任务，通过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不断
挖掘适合汉阴的农业潜力，公司生产的“陕南秦
伯草莓”“康硒圣女果” 成功入选全国特质农产
品，他用智慧农业的科技手段指导帮助更多农户
发展产业，发挥新农人的领头雁作用。

刘少涛表示，他将用好智慧农业、数字农业
的“金钥匙”，以新品种试种新技术推广、挖掘适
合陕南山区的特色农业，帮扶其他村的种植与销
售；掌握现代化智慧农业的新产品，选择实用型
的智慧农业产品；尝试深加工(果脯)做好特色及
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思路，发挥乡村振兴产业带
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道路狭窄泥巴路，水资源匮乏、荒坡一片。 这
是平利县长安镇中原村 9 组老鹰山的真实情况。

2024 年 3 月，为切实保护耕地红线、保障粮食
安全、提高土地综合生产力，长安镇中原村决定在
老鹰山荒坡地实施“旱改水”项目。

在召开“院落会”讨论坡地种植时，迟迟没人
愿意认领，个别村民也不想种。 时间紧，不能误了
春种。 就在此时，老党员屈敬林主动请缨说：“我愿
意种。 ”

“我将农户土地租赁过来， 每年支付租金，遇
到矛盾，村干部都会帮我及时调解。 ”屈敬林说。 水
从哪里来？ 路怎么办？ 妻子王永兵问道。 “你放心，
村里会解决的。 ”

“旱改水”项目正式开工。 镇村两级积极对接
县自然资源局，协调资金 83 万元。 修路、开垦荒
坡，人工清除土地石块，在 3.8 公里以外的水源地，
修挡水坝建小水池，埋管道，在田坝附近修建 400
立方米的蓄水池。 “材料足足 30 多万斤，而通往蓄
水池的 2 公里土路无法过运输车， 就用挖机一铲
一铲往上运。 ”屈敬林说。

经过两个月施工， 将 130 亩荒坡通过 “旱改
水”项目，实现“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
沟相连、土壤肥、旱能灌、涝能排”的高质量、高标
准农田。

那段时间，屈敬林除了睡觉，天天都在田边守
着，妻子王永兵也没闲着，采购食材，为工人们做
饭、送饭。

5 月 10 日，老鹰山“旱改水”项目区 130 亩水
田，迎来了插秧日。 选拔秧苗、犁田耙地、插种秧
苗......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簇簇绿油油的水稻秧苗，整齐均
匀地插种在田里。 屈敬林介绍说：“此次选种的秧苗是‘华浙 210’品种，
具有耐高温、抗旱、抗倒伏、抗病害等优异性状，同时村里还给水稻买了
保险。 ”

眼看水稻越长越好，沉浸在喜悦中的屈敬林，被一场突降冰雹打了
一个措手不及。“面对部分受损的水稻，我们缺乏专业知识，不知道怎么
处理，心里焦虑的很啊。 ”屈敬林紧皱眉头。

好在， 一场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粮食生产经营主题能力培训提升
班在汉阴县举办，屈敬林也参加了此次培训。“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呀，通
过理论学习等一系列科学种植技术知识， 我及时对受损水稻采取了补
救措施，开展了补苗、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有效挽回了损失。”
屈进林笑着说道。

在细心科学管理下，老鹰山 130 亩阶梯式稻田里，一束束金灿灿的
水稻相继成熟，当地村民正在抢收水稻，割稻、脱粒、装袋、转运、晾晒，
一片丰收景象。

服务保障要跟上。 县农业农村局下拨资金， 村委统一购买了收割
机、脱粒机、烘干机、碾米机、编织袋封口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共计 20 余
台，修建晾晒厂地、储存库房 700 多平方米。

销售包装为一体。 通过网络注册“核下盛粮”商标，对食品生产、食
品经营、知识产权进行申请。 设计十斤装、二十斤装、礼盒装、五十斤装
等包装，以满足各类消费者需求。 对购买大米消费者，赠送一张特殊的
感谢卡，卡是由种子和棉花压制而成，用水浸泡后，可在土里种出绿植。

“我们将带领全镇农户，有序开展水稻、玉米等粮食收割工作，同时
落实好各项惠农补贴政策，持续引导农户因地制宜搞生产，提高粮食产
量，带领大家增收致富。 ”长安镇镇长梁明说。

“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热闹的音
乐会，现场气氛特别棒，心情很激动 ，相
信未来我们蔓营村会越来越好， 也欢
迎大家常来做客游玩！ ”村民张锦绣连连
称赞。

9 月中旬，西营镇成功举办“蔓时光”
稻田音乐会暨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现场
人潮涌动，绚丽的灯光、律动的舞台、飘香
的美食、热情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山珍和
精彩的趣味赛事，让乡村迅速“燃起来”。
今年以来，西营镇蔓营村以创建省级乡村
旅游示范村为契机， 立足于 “诗画田园
和美蔓营”，着力打造田园综合体，依据节
气举办 “花漾蔓营”“荷香蔓营”“稻香蔓
营”“酒醇蔓营”等“四季村趣”系列活动，
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全面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震撼的音乐会让人们尽情歌唱

活动现场，舞台布置精美，灯光绚烂
夺目，音响震撼人心 ，歌手 、演员轮番登
场，他们用激情四溢的演唱，为现场的观
众带来了一场别样的视听盛宴。音符在空
中跳跃，与稻穗的低语、微风的轻吟交织
在一起， 构成了一首和谐的稻田交响曲，

将“稻花香里说丰年”照进了现实。
来自安康各县区的歌手为现场观众

演绎了一曲曲动听的民歌，歌声与阵阵稻
浪完美融合， 让人们远离一切喧嚣与疲
惫， 沉醉在音乐的海洋里流连忘返。 《稻
香》《最炫民族风》《后来》……魔盒乐队一
首首大众化、乡村化的歌曲将音乐会推向
高潮，现场观众跟随着音乐的节拍，尽情
摇摆，欢呼声和掌声彼此起伏。 猜歌名互
动环节更是燃爆了全场，大家凝神细听旋
律片段，火速抢答，为现场增添了无尽的
惊喜和欢笑，更有多名群众纷纷走上舞台
一展歌喉。

“此次‘蔓时光’稻田音乐会以大地为
舞台，以稻田为背景，以音乐为媒介，是西
营镇推进农旅深度融合的又一探索和实
践，旨在用音乐点燃青春激情，用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在与音乐的碰撞中彰
显魅力、更具活力，让广大农民朋友幸福
感更足、获得感更强！ ”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商曼说道。

多彩的丰收节让人们流连忘返

在西营第 7 个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
以“学用千万工程 礼赞丰收中国”为主

题，女声独唱、古典舞、诗朗诵等节目精彩
不断，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蔓营
村村民自编自演的丰收创意秀，“农”味儿
十足， 既体现了农民朋友的勤劳朴实、活
泼可爱，又集中展示了丰收的喜悦，创意
十足的服装、姿态妖娆的展示，给现场观
众带来了无穷乐趣。

“我带来的丝瓜将近 1 米， 家里还有
两个更长的，都不舍得拿来哩！ 留着做种
子，来年长更长的丝瓜再来参加活动 。 ”
“我的冬瓜足足有 36 公斤呢 ， 十里八
乡我都没见过有比这个大的 ！ ” 在激
烈的 “瓜王 ”竞拍环节 ，农户们纷纷带
着精选出的自家个头大 、 成色好 、质
量优的农作物上台亮相， 台下观众看着
“冬瓜王”“丝瓜王”等一个个“瓜王”被工
作人员拿上舞台， 发出阵阵惊呼。 “我出
500！ ”“我再加 50！ ”观众们竞相加价，现
场竞拍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想将寓意着丰
收的“瓜王”打包回家，带来丰收的喜悦和
好运。

伴随着激昂的背景音乐， 全镇 16 名
种粮大户阔步走上领奖台， 县政府副县
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现场为他们
颁发奖状， 肯定他们为丰收做的贡献，台
上气氛热烈，台下掌声雷动。“镇上评选我

为种粮大户，对我既是肯定，也是一种激
励，我一定把这份认可转化为动力，坚守
乡村，继续努力，大力发展粮油产业，为蔓
营创建省级旅游示范村做更大贡献。 ”种
粮大户江正奇开心地说道。

精彩的趣味赛事让人们乐在其中

“加油加油，小心脚下，不要摔倒了，
快点跑，快！ 快！ ”新建社区参赛队员贺茂
梅在比赛中激动喊道，“我们第一！我们第
一! ”

现场比赛激烈，“旱地龙舟赛”“稻穗
接力赛”“抢收稻谷赛”“稻穗传递接力赛”
“围棋争霸赛” 等各类创意十足的趣味赛
事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每位选手都凝
神聚气，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精神，要在
比赛中“拔得头筹”……呐喊声、加油声不
绝于耳，欢笑声此起彼伏，给稻田带来了
更多活力、更多人气。

今年以来， 蔓营村多次开展划竹筏、
抓鸭子、浑水摸鱼等趣味赛事活动，举办
研学游、亲子游等，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其
中，了解、体验农耕文化，品特色美食，观
田园风光，享乡村乐趣。

刘少涛：当好智慧农业领路人
通讯员 戴福琴 欧立芳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西营镇：以节会友活乡村
通讯员 柯娥 刘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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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镇：企地联谊促发展
通讯员 谌敏

刘少涛察看圣女果长势

本报讯（通讯员 倪洋）近日，陕西省首届档案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
西安举行，省直机关、省属企业、高校以及各地市共 13支代表队 39人参加
决赛。 我市代表队以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获团体二等奖。

本次比赛由省档案局、省档案馆、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共
青团陕西省委、省妇联和省档案学会联合举办。竞赛围绕档案法律法规
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置个人竞赛和团体竞赛两个项目，比赛内容
涵盖档案理论知识和文书档案、数码照片档案、音视频档案整理归档等
多个方面，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扎实基本功和临场应对能力。

我市高度重视本次竞赛，前期举办了全市首届档案职业技能竞赛，
选定成绩靠前、综合素质拔尖的 3 名同志参加竞赛。 在本次竞赛中，我
市参赛选手沉着冷静、团结协作、操作娴熟，充分展现了安康档案干部
过硬的专业本领和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为全市档案系统争得荣誉、树
立榜样。

我市在全省首届
档案职业技能大赛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