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付雄）近年来，石
泉县紧紧围绕 “全国富硒食品产业强县、
西北预制菜之乡、陕西预制菜产业发展示
范高地”发展定位，突出“硒有安康、石泉
食美”特色，坚持“规模化基地支撑、标准
化生产加工、多元化产品研发、连锁化运
营推广”思路，用好“硒”资源，做足“链”文
章，打造“菜”品牌，持续做大富硒食品预
制菜首位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升级、产业富民强县的新路子。同时，出台
《加快推进富硒食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首位产业培育实施方案》《“石
泉食美”小碗菜“百城千店”项目加快发展
若干措施》等，以强化组织保障和科学合
理规划引领， 落实落细富硒食品预制菜
“链长制”，实行县级领导牵头抓总、产业
链专班主抓主推、部门及镇上下联动运作
机制，为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系统推动富
硒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力保障。

为顺应适配石泉县预制菜产业发展
的融资需求， 增强产业链企业运营活力，
工商银行石泉县支行进行深度走访调研。

通过走访食品小微企业、农业企业、种养
殖农户等预制菜产业链相关企业，了解预
制菜产业发展融资需求情况，并结合石泉
县域实际，创新打造支持乡村振兴与预制
菜产业发展的“种植 e 贷”“养殖 e 贷”“新
一代”等线上融资产品。截至目前，工商银
行石泉县支行共为 14 户小微涉农企业及
个体户授信 3322 万元，贷款余额 3022 万
元。

据了解，该行将根据石泉县预制菜产
业发展相关规划和总体部署，主动对接企

业，与预制菜产业链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关
系，在助力预制菜下游消费端方面重点发
力拓展，为预制菜销售网络、种养殖链条、
制造企业、商贸企业、运输企业等的发展
搭建便捷金融服务平台，竭力支持预制菜
产业上中下游端高效联结。通过信贷支持
引导和配套普惠金融，服务石泉县预制菜
朝高品质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预制菜产
业整体发展效益， 让石泉美食遍及全国、
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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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思函）“大家看过来，今天我教大家制作韭菜合
子和麻食，其中有一些小技巧。 我们还准备了原材料，大家可以和我一
起边学边做……”10 月 29 日，石泉县中池镇中式面点师培训班在青泥
涧村正式开班，镇内各村（社区）群众听到消息后，便早早地来到培训现
场，学习更多种类的面点制作。

活动现场，培训老师在简单地介绍本次培训班的基本情况后，一边
操作，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学员们详细讲解原材料的选购、菜品的
处理和搭配、面点的制作方法、佐料的配比等内容。在老师的指导，学员
们纷纷动手尝试，不时相互探讨，学习氛围浓厚。

“这个厨艺培训班办得太好了，不仅离家近，而且还是免费的，老师
做菜的手法的确比我们在家里做得精细。”前来参加培训的群众品尝着
自己动手做的饭菜说，学到这些烹饪技术后不仅自己的手艺提高了，就
业渠道也更宽了。

据悉，本次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为期 14 天，采取理论+实操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旨在提升群众烹饪技能，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的同时，实
现技能致富，拓宽增收渠道。 今年以来，该镇已开展劳动力技术培训 3
次，服务 70 余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艳）时下，正值天麻采收的好时节。 位于紫阳
县双桥镇六河村的紫阳县明芳现代中药材种植产业有限公司抢抓有利
天气，组织村民采收林下天麻种植基地的天麻，采收现场呈现一片繁忙
景象。

“我们村海拔较高，加之土壤肥沃、气候条件适宜等综合优势，种植
的天麻具有质优、性佳、个大、肉质肥厚等特点，每年上门收购的客商络
绎不绝。 今年我们种植天麻 300 余亩，其中商品天麻 200 余亩，种天麻
100 余亩，商品天麻亩产 1000 公斤左右，每公斤价格在 30 元以上，预
计总产值 600 余万元。 ”该公司负责人符代芳，望着新挖的天麻激动地
说。

除了紫阳县明芳现代中药材种植产业有限公司外， 镇域内锋添源
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团坪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等经营主体种植的天
麻也开始大规模采收。 各经营主体在天麻采收后， 利用种植天麻的菌
棒，就地取材种植猪苓，实现林木资源二次利用，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近年来，该镇始终坚持把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充分利用
境内丰富的山地、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厚朴、天麻、猪苓、淫羊藿、大
黄等林下中药材种植 3000 余亩。 招引和培育中药材产业经营主体 13
家，形成完整的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产业链，把群众镶嵌在中
药材产业链上，实现经济发展有产业，群众增收有渠道。

本报讯（通讯员 唐慧）近年来，宁陕
县财政局坚持以细化举措为抓手， 聚焦
“资金保障、重点群体、资金监管”三个方
面持续发力，切实提升就业政策的资金保
障能力，让政策红利深入人心。

保障资金，加大投入稳就业。 严格落
实就业优先战略，把稳就业作为“六保六
稳”首要工作，加大资金筹措力度，落实岗
位补贴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 按时足
额拨付各项就业补助资金，稳步推动落实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确保资金用出实效。
精准施策，落实政策保就业。 围绕重

点就业人群和就业困难人群， 多措并举，
为其提供托底安置。 积极开辟公益性岗
位 ， 截至目前 ， 拨付公益性岗位补贴
648.23 万元 ， 开发水利公益性岗位 188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494 个、城镇公益性
岗位 122 个；对全县户籍就业困难、灵活
就业、公益性岗位等人员共缴纳社会保险
费 101.32 万元； 全面落实支持就业创业

等政策， 按时足额拨付职业培训补贴、见
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等资金共计 118.46
万元。

强化监管，发挥效益促就业。健全和
完善资金拨付使用 、监督管理 、审批公
示 、跟踪反馈等各项制度 ，坚持就业资
金“专款专用”原则，不断规范和强化就
业资金支出管理，有效杜绝滞留 、截留 、
挤占 、 挪用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发
生 ，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规范性和

有效性。 同时，以资金绩效管理为抓手，
按照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原则 ，
全面落实全过程绩效管理各项要求 ，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指向明确 、具体细化 、
合理可行的绩效目标及指标， 在资金使
用过程中 ， 加强绩效的动态实时监控 ，
对偏离绩效目标的行为及时进行纠偏 ，
并根据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确保就
业补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岚皋县城关镇新春村返乡大学
生张朝成，从 2022 年开始在村中流
转山地 80 亩发展红薯种植产业。今
年 3 月， 在镇政府驻村干部的帮助
下，他从山东省引进“冰淇淋”花心
紫薯新品种，在 15 亩地里试种取得
成功，目前已采挖鲜薯 1 万公斤，通
过县电商中心销往全国多地。

据了解，“冰淇淋” 红薯薯肉呈
“紫、红、黄、白”相间颜色，除了具有
普通红薯的营养成分之外， 还富含
硒元素和花青素，粉、香、甜、糯的口
感，深受消费者喜爱。

本报讯（通讯员 熊乐 陈丽芸）10 月 29 日，汉阴县铁佛寺镇与重庆市
弘脉天下工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年产 20 万吨贵重金属开采
洗选加工项目。

据悉，此次签约内容主要包括对铁佛寺镇原范家沟、八庙沟金矿的
股权进行并购及重新运营。 项目正式投产后，预计年产矿石 20 万吨以
上，年产值将达到 2.5 亿元，带动当地 300 余名劳动力就业增收。

今年以来，面对当前有利的市场形势，汉阴县各方抢抓机遇，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引导企业在现有基础上拓展黄金批发零售业务，延
长产业链条；鼓励企业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进行扩产；同
时承诺将持续履行“九条承诺”，坚持“三真四到”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全天候的支持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荣）在平利县大贵镇广兴寨村，蚕桑产业的发展
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近日，桑园里村民忙碌的身影与翠绿的桑
叶交织成一幅生动的乡村产业发展图景。

广兴寨村拥有适宜桑树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为蚕提供充足的
食物来源。 该村种桑养蚕历史悠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村党支部
就带领群众探索蚕桑产业发展之路。该村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仅在种植技术上创新，还积极探索新经营模式，如成立家庭农场，进
行果桑种植和套种套养，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该村持续深
化蚕桑产业发展，通过党支部联建、村企联建等方式，推动蚕桑产业的
集约化和品牌化。据统计，该村的桑园面积达 200 亩，养蚕 180 张，年产
量 0.8 万公斤，村民总收入达 45 万元。

蚕桑产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还为当地村民提供
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更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据统计，该村桑蚕产业每年带动周边 30 余户 120 余
人就业，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我能来到广兴寨村发展桑蚕产业得益于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吸
引我前来投资发展桑蚕产业实现了致富。 ”桑蚕养殖大户王晓说。

还有桥心组脱贫户胡春和，每年除了获得土地流转金外，还通过在
基地务工获得额外的劳动报酬，年增收 3 万元左右。

工行石泉支行注入“金融活水” 助力产业发展

宁陕确保就业补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年产 20万吨贵重金属
项目落地汉阴

大贵镇：
桑叶翠绿织富路

中池镇：
烹饪培训进乡村

双桥镇：
林下天麻大丰收

岚皋“冰淇淋”红薯走向全国多地

10 月 31 日，村民展示切开的“冰
淇淋”紫薯。

在北京西城区近日举行的 2024 年广
外街道社区邻里节上，北京苏宁易购广外
店以旧换新摊位迎来不少居民。

苏宁广外店副店长单杰向社区居民
介绍：“现在国家补贴 20%，叠加企业补贴
10%，家电最高能补 5000 元呢！ ”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企业社区联动，
线上线下协同，统筹推动汽车换“能”、家
电换“智”、家装厨卫“焕新”以及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补贴优惠加速落地。

【家电家装】政府、企业、平台叠加补
贴

根据国家政策，对个人消费者购买 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 洗衣
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
吸油烟机 8 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
贴 ， 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15%，对购买 1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
品， 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 5%的
补贴。各地自主确定补贴“8+N”类家电品
种。

打开苏宁、京东、天猫等平台的小程
序或 App，“以旧换新”“政府补贴”的入口
十分醒目。

苏宁易购在政府以旧换新 20%补贴
基础上， 联合工厂品牌加大资源投入，整
体优惠低至 5 折。 20 多个省份家电换新
活动陆续在京东上线 ，8 个品类的 8500

多款家电产品参与其中。天猫则与上千个
品牌联合投入 60 亿元，通过发放品类券、
品牌让利等方式， 积极响应以旧换新政
策。 抖音电商推出“3 年 10 亿绿电补贴计
划”，3 年内对大家电类目投入 10 亿元换
新补贴。

目前， 多地以旧换新政策扩围升级，
不仅包括提高财政补贴的力度，还扩展了
适用产品的范围，尤其是新增绿色智能家
电等类别。

例如，四川在 8 大类基础上，新增洗
碗机 、净水机 、投影仪 、空气净化器等 8
类产品。浙江将大部分的智能家居、家装
厨卫和适老化改造产品纳入补贴政策范
围 ，主要包括智能门锁 、智能窗帘等 13
类智能家居产品，面砖、地板等 8 大类旧
房装修和厨卫改造产品。 湖北将原来对
23 类厨卫类产品补贴扩大到 51 类 ，增
加投影仪、电吹风、取暖器 、厨房空调等
产品。

【汽车】由报废更新扩大到置换更新

根据国家政策，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
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
用车补 1 万元、 购买燃油乘用车补 7000
元，分别提高至 2 万元和 1.5 万元。 政策
还提出合理扩大资金支持范围，由乘用车
扩大到商用车，由报废更新扩大到置换更
新。

记者了解到，比亚迪、小鹏、上汽、北
汽、广汽、长安、奇瑞等多家车企在国家以
旧换新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码补贴。 此
外，“百城车展焕新季”贵阳站启幕，全国
“千县万镇” 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在合肥启
动，近期全国多地开拓消费场景推动汽车
以旧换新政策落地。

对于选择旧车报废的个人消费者，可
登录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
“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即可实现汽车报
废更新补贴申请“一口办理”。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开发建设了本地
区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等相关信
息系统，打破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提高补
贴资金审核兑付效率，推动补贴工作规范
便捷开展。

【电动自行车】已有 30 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台实施细则

根据国家政策，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细则， 自主确
定具体支持金额和方式等。 对交回个人
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电动自行车
新车的消费者给予补贴。也就是说，除了
卖旧的金额之外， 消费者还会得到购新
的补贴。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 10 月 30
日， 有 30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台实施细则， 置换电动自行车 26.43 万

辆，累计使用补贴资金 1.07 亿元，带动电
动自行车新车销售 7.2 亿元。

以北京为例，规定每辆新购车辆补贴
500 元，每人享受 1 次补贴。 其中，对交售
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并购买铅
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额外补贴
100 元；对所交售旧车经过电池健康评估
的消费者，额外补贴 50 元。补贴金额不包
含旧车回收金额，旧车回收价格由回收企
业或代为回收的销售门店与消费者自行
协商确定。鼓励个人消费者到本市提供电
池健康评估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进行以旧换新。销售门店将提供旧车代回
收、新车销售等综合服务。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
24 日 ，1363.5 万名消费者购买了 8 大类
家电产品 1984.3 万台；各地家装厨卫“焕
新”补贴产品达到约 630 万件，累计带动
销售额 190 亿元；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贴
申请超过 157 万份，各地汽车置换更新补
贴申请超 126 万份，补贴申请量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

接下来， 商务部还将在 11 月份组织
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联动举办中
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 抢抓
“双十一”重要消费节点，持续组织开展以
旧换新供需对接、“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
消费季、“丝路云品” 电商节等促消费活
动，更好释放政策效应，让消费者得到真
金白银的实惠。

以旧换新，给您一份消费指南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

10 月 31 日，村民挑选“冰淇淋”紫薯，准备为县电商中心供货。

当前，正值茶园秋冬管护关键时期，平利县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全县各茶园基地，指导茶农、茶企做好茶园管护，为春茶丰产丰收
打好基础。 陈金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