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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柯贤会）今年以
来，汉滨区市场监管局聚焦网络外卖
食品安全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重大风
险，创新推出“五个一 ”监管模式 ，织
密外卖安全网， 让消费者点得放心、
吃得安全。

建立“一本台账”。 建立完善网络
订餐第三方平台及入网外卖餐饮商
户监管底数台账， 精准掌握数量、分
布、经营状况等相关信息 ，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 完善“线上线下同查”机
制，实行动态管理 ，对辖区内月销售
量高的网红店、差评投诉较多的重点
入网外卖餐饮商户进行调查摸底，紧
盯重点监管对象，为日常监管和集中
整治工作找准靶点。

管好“一个阵地”。 该局通过“线

上监测+线下约谈”双管齐下，要求平
台严格审核商家资质，对无证经营、虚
假宣传等问题“零容忍”。仅 2025 年上
半年， 已督促下架问题商家 20 余家，
约谈平台负责人 8 次。

落实“一份封签”。 该局创新推行
“食安封签”，要求商家出餐时加贴专
用封签，骑手配送时若发现破损可拒
送。目前，全区已有 98%的入网商家使
用封签，投诉量同比下降 15%。

打造“一支队伍”。 全区 650 余名
骑手成为食品安全流动监督员，他们
发现商户后厨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
拍照上传，市场监管部门核实查处。

查办“一批案件”。 针对“幽灵外
卖”“过期食材”等乱象，该局开展专项
整治，累计查处案件 31 起。

本报讯（通讯员 朱钦霖）今年以
来，平利县城关镇紧扣“三个年”活动
安排部署， 紧盯青年干部业务不熟、
经验不足 、能力不全等短板 ，深化党
建引领，不断完善青年干部教育培养
机制 ，搭建 “以讲促学 以学提能 ”青
年干部“微课堂”学习平台，填补青年
干部的经验盲区 、能力弱项 ，切实提
升青年干部的业务技能和实操能力。

青年干部“微课堂”每期 60 分钟，
由镇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领学，24
名青年干部参与 ，形成人人讲 、轮流
讲、定期讲的讲课模式，以 PPT 等形
式开展研讨交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

引领示范和传帮带的正面导向作用，
助推青年干部快速成长。 截至目前，
已开展“微课堂”14 期，所有青年干部
均进行了研讨发言。 “每一期干部‘微
课堂’内容都很充实，既有理论高度，
又有实践深度，不仅引导我们学习业
务知识，还让我们对工作纪律、生活纪
律有了全面的认识。 ”课程结束后，青
年干部唐成彬与同事交流学习收获。

该镇将不断丰富“微课堂”形式，
多维度多视角展现青年干部风采，切
实培养青年干部能表达、勇表达、善表
达的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何小凤 储茂银）
连日来，在紫阳县毛坝镇各重点项目
建设现场 ， 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
伍———毛坝镇人大代表。 他们深入项
目一线开展监督工作，为全镇重点项
目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人大动能”。

为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
该镇人大充分发挥职能优势，聚焦强
化要素保障、 完善配套设施等议题，
开展专题调研 。 代表们经过深入研
讨，提出成立营商环境保障工作专班
的建议 ，聚焦项目全过程管理 ，从谋
划储备、招商引资到项目落地实施进

行全方位跟踪服务。 该镇还组织人大
代表成立专项监督小组，定期深入项
目工地，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施工
安全、环境保障、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
监督。

“多亏了人大代表们及时帮忙协
调，现在项目顺利开工了，真的太感谢
了！ ”奉城粮贸农产品仓储加工项目
负责人刘光全感慨地说。 该项目施工
前期，曾因征地问题产生纠纷。 关键
时刻，熟悉情况的人大代表主动担当，
迅速介入协调，成功化解矛盾，确保项
目如期开工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甜 ）近年来 ，
汉阴县铁佛寺镇积极响应号召，从体
制机制 、预算管理 、执行约束等多维
度精准发力，将勤俭节约贯穿到日常
工作的每一处细节之中。

该镇充分利用党委会、中心组学
习会等平台 ， 学习勤俭节约传统美
德。 在预算管理方面，该镇完善公务
支出管理 、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以及
监督检查等制度体系，建立严密的资
金监管机制。 在实际操作中，严格甄
别支出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非
重点、非刚性支出进行大刀阔斧的压
缩，坚决杜绝无预算 、超预算列支一
般性支出的现象发生。 特别是在“三
公”经费的管控上 ，严守 “只减不增 ”
的底线，从源头削减不必要的行政成

本，让财政资金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
生事业和经济发展。

为确保预算执行的刚性，该镇坚
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
控制预算追加。 除应急救灾等特殊情
况外，年度执行中原则上不再新增支
出政策。 对于部门新增的支出事项，
优先通过统筹机动经费、优化支出结
构、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解决。 在财
政资金拨付环节，严格依据项目进度、
合同约定和规定程序操作，严禁超进
度、超合同提前拨款。 执行各项经费
开支标准时，做到一丝不苟，对每一笔
资金支出都严格审核。 加强对支出政
策的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近年来，岚皋县立足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聚力挖潜增效，以“链式思维”
深耕特色产业， 推动农业向特色化、规
模化、品牌化转型，实现农民增收与村
集体经济增效的双赢目标，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夏日的蔺河镇蒋家关村青山叠
翠 ，一垄垄魔芋叶肥茎壮 、随风轻摇 ，
房前屋后、 林下坡地皆被这片 “致富
绿”温柔覆盖，焕发出乡村振兴的蓬勃
生机。

蒋家关村党支部书记伍先忠站在
田埂上，指尖轻抚魔芋叶片，眼中满是
自豪。 “咱们村的魔芋产业从种苗培育
到田间管理，再到深加工和销售，形成
了一条完整的 ‘致富链 ’，村民们只管
安心种，技术、销路都有合作社兜底。”

作为岚皋县魔芋种植核心区，蒋家
关村以“合作社+农户”模式串联起全
产业链条：合作社统一供种、提供技术
指导，村民只需安心种植。丰收后，魔芋
送到村口加工厂，制成干片、精粉，销往
县内明富、 烛山等魔芋食品加工厂，产
品远销湖北、四川等地，真正实现了“种
得出、卖得好”。

“每逢加工季， 厂里要雇 50 多人，

合作社基地种植还需 50 人到 60 人，日
工资 120 元至 150 元，一年劳务支出超
百万元。 去年魔芋价格走高，户均增收
超 4000 元。 ”伍先忠介绍。

据悉， 蒋家关村魔芋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2021 年被评为 “全国一村一
品魔芋示范村”。 村里现有 1 个市级魔
芋种芋繁育基地和 2 个魔芋专业合作
社，10 亩以上种植大户 120 余户、50 亩
以上种植大户 20 余户 、100 亩以上种
植大户 10 户。

“大家腰包鼓了，心气也足了，不仅
把村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纷纷开起民
宿，让游客来咱这儿看魔芋花海、吃魔
芋宴，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伍先忠说。
2024 年，村里还通过“和美庭院补助资
金+村民自筹”的方式，对 72 户房屋进
行统一改造升级。如今，村舍错落掩映，
白墙黛瓦间，民宿招牌格外醒目，村道
旁的绿植与墙绘相得益彰，一幅“产业
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
徐展开。

走进位于佐龙镇花坝村的陕西省
顺兴硒源农旅发展公司养鱼基地，只见
18 个大小不等的水池由上而下依次排
列，基地引入的天然水自上而下流入各

养殖池，鲟鱼在池中悠然游弋。
“鲟鱼可是咱岚皋的‘水中珍宝’！”

基地负责人廖龙飞俯身指着水中的鱼
群介绍，“目前，我们的水产养殖面积共
1.5 万平方米， 有 200 个直径两米的圆
形育苗盆，现投放鲟鱼苗 8 万尾、花鲢
苗 5 万尾，下一步计划再增投 20 万尾。
此外，还引进了 200 尾鲟鱼种鱼，其中
最大的种鱼足有 200 多斤， 堪称 ‘鱼
王’！ ”

岚皋县地处秦巴腹地，水系纵横交
错，天然富硒水含氧量高、水温恒定，为
冷水鱼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
2011 年起， 岚皋县依托绿水青山的生
态优势，锚定“冷水鱼+富硒”的产业定
位，以杂交鲟鱼、多鳞白甲鱼等特色品
种为突破口，探索出“生态养殖+精深
加工+渔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模式。 目
前已初步建成了以冷水鱼为主导、各类
经济鱼类为补充的繁育一体化产业体
系，水产养殖面积 18671 亩，已创建国
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场 3 个，年产水产品
7000 余吨 ， 全县从事渔业人数突破
2000 人， 户均通过渔业产业增收 2000
余元。

近年来，岚皋县以“链式思维”为引

擎，深耕魔芋、冷水鱼“双链主”产业，构
建“强链、延链、补链”协同发展体系，通
过打造魔芋“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
精深加工—品牌营销” 全产业链闭环，
开发魔芋膳食纤维、休闲食品等高附加
值产品，并融合魔芋花海观光、民宿集
群等农旅新业态。 以冷水鱼养殖为核
心，延伸鱼子酱、鱼糜制品等精深加工
链，同步建设垂钓基地，推动渔旅融合，
形成“链主带动、多业协同、三产联动”
的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乡村产业从“单
点突破”向“全链增值”跃升，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能。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5 家、 市级示范联合体 8 个，
建成农产品加工园区 4 个，推动“产加
销”一体化、“农文旅”深度融合。 2024
年， 全县农业特色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15 亿元，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同比
增长 15%。 2025 年，渔业计划产量 8000
吨，预计产值可达 4 亿元。

日前，走进石泉县饶峰镇富硒蛋鸡
养殖场， 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饲料香
气。 现代化的鸡舍里，5 万羽蛋鸡在恒
温恒湿的“空调房”中啄食，鸡蛋顺着自
动传输带缓缓滑出，粪污通过密闭管道
悄然清理。

“以前养鸡是个体力活， 如今变成
了技术活。”养殖场负责人刘宽明介绍，
“系统可根据鸡群生长周期自动调节光
照、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产蛋期通过
环境模拟刺激母鸡产蛋。 如今，养殖场
年产鸡蛋量稳定在 900 吨左右，4 名工
人就能完成全场管理，人力成本大幅降
低，产蛋率却显著提升。 ”

养殖场的数字化转型，正是石泉县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缩影。 近年来，石泉
县向“新”出发，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现代科技融入农业生产，积极推
广应用智能化设备，加快提升农业科技
化水平。

在池河镇明星村现代化养蚕工厂，
笔者目睹了另一番科技图景： 石墨烯地
暖调控着室内温度， 超声波雾化器喷洒
着细腻水雾， 四层滑轮升降蚕台如立体
花园般错落有致， 自适应旋转方格蔟自
动调整蚕茧位置。 技术员正通过物联网
平台查看蚕室各项指标：“现在养蚕讲究
‘精准育蚕’，温湿度误差不超过 0.5 度，

蚕结茧率比传统模式高 15 个百分点。 ”
去年秋季引入的智慧蚕桑系统，让

池河镇传统蚕业就此焕发新生机。池河
镇人大主席吴晓军表示：“新模式推行
后，群众养蚕张产收入比传统养殖模式
增加 500 元至 1000 元，生丝等级从 4A
跃升至 6A。 全镇已建成 9 个小蚕共育
室和 1 个蚕茧收烘中心，智慧化改造覆
盖全部共育环节，蚕桑产业真正驶上了
发展快车道。 ”

从鸡舍到蚕室，从数据平台到田间
地头， 石泉县农业智能化转型多点开
花、全面推进。 目前，全县 16 个规模化
养猪场已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7 个养

鸡场配备了自动给料与粪污处理系统，
3 个水产养殖基地建成智能化示范点。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传华
介绍：“当前，全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 39%。 我们将继续在政策引
导、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扶持和模式创
新上给予有力支持， 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形成良好的发展生态，实现农业生
产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菊花 李启勇）
今年以来，汉阴县观音河镇以“生态治
理+产业筑基”为核心，通过修复河堤、
新建护坎、贯通机耕路、改造灌溉渠等
工程，构建“以工代赈、以赈促产、以产
富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山区乡镇
探索多赢发展新模式。

三措并举推进系统性治理创新。从
碎片化应对到系统性规划，针对观音河
汛期洪峰频发、 猕猴桃产业园屡遭水
患、 农田灌溉设施老化等突出问题，该
镇突破传统治理模式，将 782.4 米生态
河堤修复 、188.7 米产业园护坎建设 、
180 米机耕路贯通及 283 米 U 型渠改
造整合为“生态治理+产业筑基 ”系统
工程， 通过专业水文监测与地质勘察，
按十年一遇防洪标准科学设计， 形成
“护田—稳粮—兴产” 的全链条规划体

系。 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协同，创新构建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机制，
河堤修复工程既有效保护 390.5 亩基
本农田，又为猕猴桃产业园筑起安全屏
障； 机耕路贯通彻底解决农机下田难
题， 使运输成本降低 35%；U 型渠改造
将农田灌溉周期从 15 天缩短至 7 天，
同步创造就业岗位 102 个。从短期救济
到长效赋能，将施工场地转化为技能实
训基地，开展混凝土浇筑等专业技能培
训 80 余人次， 推动务工群众从 “体力
型”向“技能型”转变。

三链协同构建精细化管理体系 。
创新 “国企带镇村 ”的组织链 ，由镇属
国企统筹项目施工管理， 优先吸纳脱
贫户、易地搬迁群众等就业困难群体，
优先采用技术门槛适中的人工密集型
工序。 截至目前，项目已吸纳 80 余名

当地群众务工，发放劳务报酬 60 余万
元。 强化全流程嵌赈的管理链，将“八
大赈济事项”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事
前开展安全生产与权益保障培训 ，事
中嵌入岗位技能实训， 事后对接产业
发展需求。 建立镇政府、监理单位、村
民代表 、施工企业 ”四位一体 ”的监督
体系， 严格执行劳务报酬发放台账记
录、签到凭证、施工日志、打款清单“四
线合一”制度，确保项目实施透明度高
和资金使用效益好。 融合基建产业联
动的价值链， 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与产
业发展协同推进， 河堤修复同步保障
猕猴桃产业园安全， 机耕路建设串联
莲藕水稻种植区 ，U 型渠改造提升农
田灌溉效率 ，实现 “项目跟着产业走 、
产业依托项目兴”。

三维赋能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生

态治理+劳务增收”赋能，以生态河堤、
护坎建设为载体，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
的同时创造就业岗位，项目中 60%以上
工程采用人工施工，务工群众人均增收
8400 元，且工程实施后，项目区水质明
显改善；“工地课堂+技能转化” 赋能，
将施工一线作为技能培训主阵地，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嵌入式”教学，累计
培训群众超 80 人次；“基建升级+产业
振兴”赋能，项目建成后，390.5 亩基本
农田得到有效保护，猕猴桃产业园防洪
能力显著提升，机耕路与灌溉渠配套使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30%以上。基础设施
的完善不仅保障了粮食安全，更推动特
色产业提质增效，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
长，形成“基建夯实产业基础、产业反哺
基建效益”的良性循环。

“链式思维”推动特色产业“全链增值”
通讯员 邵欢 胡佳恒 郑闯

石泉农业智能化转型多点开花全面推进

农业生产有“智”又有“质”
通讯员 孟少猛 周肇星

观音河镇系统性治理赢得高质量发展

汉滨创新监管模式
守护外卖食品安全

平利城关镇“微课堂”
激活青年成长动能

毛坝镇人大一线监督
护航重点项目建设

铁佛寺镇多维度发力厉行节约

为
进
一
步
深
化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近
年
来
，紫
阳
县
通
过
政
府
搭
台
，志
愿
者
引
领
、指
导
、推
荐
阅
读
等
方
式
，推
出
了

全
民
阅
读
紫
阳
县
寒
暑
假
“2+20

”低
成
本
高
受
益
阅
读
活
动
，现
已
成
为
紫
阳
县
全
民
阅
读
的
又
一
品
牌
。
图
为7

月8

日
，在
紫
阳
县
图
书
馆
，志
愿
者
把
新
到
的
《安
康
日
报
》放
在
报
夹
上
，让
读
者
第
一
时
间
享
受
新
闻
“大
餐
”。

彭
召
伍
摄

近期，雨水充沛，在恒口示范区，村民抓住有利时机播种蔬菜、大豆等作物，
全面开展“以秋补夏”工作，做到地不闲、人不等。 图为 7 月 8 日上午，双兴社区
村民正在对芋头进行夏管。

张天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