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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向奋强）宁强财
政把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作为财政
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 2023 年 12 月
底，完成“三保”预算执行 16.2亿元，占
年度任务的 87.53%，全力兜牢“三保”
底线。

强化财政运行监控。加强对“三
保”执行情况监控分析，每月定期调度
财政运行和“三保”预算执行情况，重
点关注和监控收支矛盾、债务风险、暂
付款规模、库款保障水平等情况，制定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严格预算执行管理。坚持“无预
算不开支、有预算不超支、非必要不列
支”的原则，严控预算外追加支出，除
应急救灾等不可预见的事项外，原则
上不予研究预算追加事项。同时，深

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强重点领域
资金、重点工程项目监管，精打细算，
确保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积极盘活存量资金。 严格落实
上级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要求，
对部门、单位两年以上的结转资金，一
律收回统筹使用，今年收回 1734万元
资金重点用于“三保”支出，有效缓解
了财政支出压力。

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坚持“三保”
支出在预算执行、库款拨付等方面的
优先顺序。同时，通过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对全县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
全面跟踪监控，及时发现“三保”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效处置，为工资按
时发放、机关正常运转、基本民生支出
全面落实提供有力保障。

宁强多措并举兜牢“三保”底线

本报讯 （通讯员 钟丽）2023年以
来，洋县应急管理局聚焦重点时段、重
大活动期间安全形势，持续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
2023 行动等，累计排查出一般问题隐
患 3101 项，排查重大隐患 33 项，现已
全部整改到位。

该县 18个镇办应急视频指挥网络
系统实现全覆盖，72 名专兼职工作人
员、700 名灾害信息员全部到位，建成
物资库 20个。县镇村三级配备卫星电
话 137部。完成防灾避灾安置点建设
18 个，开展防涝、防火、地质灾害等各
类预案实战演练 240余场次。建成华

阳旧山门外和印象洋州广场两个应急
救援停机坪，积极推进洋县应急物资
储备中心冷链设施建设项目，填补了洋
县空中救援的空白，提高了综合应急处
置能力。

该县直面 17轮强降雨，建立健全
了防汛救灾“十项工作机制”，上下游、
左右岸联防联动工作机制以及防汛救
灾作战图，全年来未发生因灾伤亡事
件。全力推广“互联网+执法”，推动
办案数量从“个”到“类”、执法领域从

“点”到“面”不断突破，累计对 5 个行
业部门分管领导进行了约谈，并对 10
户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

洋县空中救援提高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贾璐畅 欧阳）
2023 年 ，南 郑 区 坚 定 不 移 实 施

“11469”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
要、环境为金”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抓
谋划、抓调度、抓保障，全力推动重点
项目建设。

该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制定印发《坚持科技赋能、高质量引领
四区五园提档升级、加快建设经济强
区的实施意见》，着力构建“四区五园”
产业布局，加快打造“一江两河五岸四
组团一通道”城市空间格局。坚持区
级领导包抓，落实“五个季度抓项目”

“四个一批推项目”“三重调度督项目”
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高效
有序的管理运行机制。梳理发布“一
件事一次办”事项 15 项，占省上规定

梳理发布任务的 150%；企业开办实现
全程网办，审批用时减少 83%；小型低
风 险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用 时 压 缩
85%；政 府 采 购 中 小 企 业 预 留 4.3 亿
元，同比增长 62%；“一般工商业转供
电最高限价公示制度”转供电治理改
革经验在全市复制推广。

该区率先在全市推广并应用重点
项目管理软件“郑快干”APP，对全区项
目集中管理、掌上可见，确保项目顺利
推进。多次召开项目谋划擂台赛及培
训会，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优势，联合要
素保障部门共同研判，保障项目落地
可靠性，为高质量项目建设注入强劲
动力。全年共建成市级数字经济类重
点项目 7 个、数字农业项目 5 个、数字
化骨干企业车间 2个、5G基站 105个。

南郑精准发力推进重点项目提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昇洪）近年
来，西乡县堰口镇二郎村出产的红薯
粉条备受消费者青睐，远销国内大中
城市。

二郎村以发展产业作为强村富
民的重要支撑和抓手，确定红薯种植
和深加工为本村主导产业，千方百计
发展壮大红薯产业，不断鼓励全村农
户积极种植红薯，整治撂荒地努力扩
大红薯种植面积，现场举办培训班向
农户耐心传授红薯高效栽培关键技

术，并优化品种，提高单产。同时，二
郎村还下大功夫开发红薯深加工新
产品，促进传统“纯手工制作粉条”等
产业链不断延伸，进一步做大做强红
薯产业。

随着加工红薯粉条等产业链的延
伸拉长，堰口镇二郎村的红薯产业愈
加 红 火 兴 旺 。 全 村 年 产 红 薯 粉 条
70000 余斤。截至目前，二郎村的红
薯企业已建有 4家，吸纳了 200余名劳
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西乡堰口镇二郎村红薯粉条俏销外地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禺）根据
汉 中 海 关 统 计 ，我 市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39.5 亿 元 ，创 历 史 新 高 的 同 时
连 续 四 年 保 持 增 长 ，总 值 居 全 省
第五，进出口总值较去年同期（以
下简称同比）增长 12.8%，增速居
全省第六。其中，出口 27.7 亿元，
下降 7%，进口 11.8 亿元，增长 1.3
倍 ，贸 易 顺 差 15.9 亿 元 。 呈 现 以
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般贸易为我市外贸主要增
长 引 擎 。 以 贸 易 方 式 统 计 ，一 般
贸易进出口总值 38 亿元，同比增
长 14.9% ，占 全 年 我 市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96.1%，其 中 出 口 26.4 亿 元 ，
下 降 6.5% ，进 口 11.6 亿 元 ，增 长
1.4 倍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值 1.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5.5% ，占 比
3.4% ，其 中 来 料 加 工 进 出 口 值 1
亿 元 ，下 降 39.3%，进料加工进出
口 总 值 308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1
倍 ；出料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 15

万元，同比下降 72.5%；保税物流
进 出 口 总 值 80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88.9%；其他贸易进出口总值 1538
万元，同比增长 2.1 倍。

民营企业外贸首次突破 30亿。
以企业类别统计，民营企业进出口总
值31.1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年q
我市进出口总值的 78.8%，其中出口
20.3亿元，下降 10.4%，进口 10.8亿
元，增长 1.6倍；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
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6% ，占 比
17.9% ，其 中 出 口 6.1 亿 元 ，增 长
1.5%，进口 9885万元，下降 5%；外资
企业进出口总值 1.3亿元，同比增长
13.4%，占比 3.3%，其中中外合资企
业进出口总值 1.1亿元，下降 5%，外
商独资企业进出口总值 2268万元，
增长13.3倍。

对 RCEP 国 家 外 贸 占 比 近 四
成 ，对 中 亚 南 亚 西 亚 整 体 向 好 。
2023 年我市对 178 个国家（地区）
产生外贸关系，其中对 RCEP 国家

进 出 口 总 值 14.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占全年我市进出口总值的
37.7% ，其 中 出 口 8.2 亿 元 ，下 降
15.9%，进口 6.8 亿元，增长 1.2 倍。
对中亚进出口总值 1.3 亿元，同比
增长 6.3 倍，对南亚进出口总值 3.5
亿元，同比增长 41.6%，对西亚进出
口总值 1.7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对中亚南亚西亚地区进出口总值
占比 16.4%。除上述国家（地区）
外，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分别为汉
中 市 进 出 口 排 名 前 三 的 国 家（地
区），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3.0 亿、2.7
亿、2.7亿元。

主要出口产品为机电产品、钢
材、医药中间体、服装及衣着附件，

分别出口 6.5 亿、6.2 亿、3.6 亿、1.8
亿元，机电产品下降 8.9%、钢材、医
药中间体、服装及衣着附件分别增
长 1%、12.9%和 17.5%，上 述 产 品
出口总值占全年我市出口总值的
65.4%。 另 外 ，农 产 品 出 口 1.3 亿
元，同比增长 93.9%，柑橘实现首次
自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4.1
亿元，同比增长 3.4%，劳动密集型
产 品 出 口 4.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7.7%。主要进口产品为机电产品、
金属矿及矿砂、纺织及衣着鞋帽，
分别进口 2.7 亿、2.6 亿、2 亿元，机
电 产 品 同 比 增 长 1.1 倍 ，13.4%和
1.5 倍，上述产品进口总值占全年
我市进口总值的 13.5%。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依）1 月 11
日一大早，家住汉台区铺镇狮子村
的李青娥和丈夫秦顺强正在自家的

“青姐草莓采摘园”里忙活着。管护
秧苗、查看棚温、采摘果实……一垄
垄整齐的田埂上，一簇簇深红色的
草莓隐掩在碧绿的叶子之间，十分
诱人。

看见游客前来，李青娥乐呵呵
地招呼着大家，讲解采摘技巧、分发
塑料筐、分流游客、称重收钱，忙得
不亦乐乎。“听朋友介绍说这里的草

莓味道不错，今天我和家人特地过
来体验一下，尝一尝咱们狮子村的
草莓。”市民殷先生说。

李青娥家的生意好，离不开近年
来他们对大棚种植技术的改良。李
青娥说，在汉台区蔬菜果品技术推广
中心技术员的指导下，草莓的产量和
质量双双提升，收入也稳步提高。

汉台区蔬菜果品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吴强告诉笔者，近年来，
蔬 果 中 心 持 续 推 进 冬 季 早 熟 品 种

“红颜”提早定植，重点推广“新优品

种、反季节栽培、培肥改土、蜜蜂授
粉、病虫害绿色防控、化肥农药减量
使用、水肥一体化、深沟高垄宽垄栽
培和平层高架无土栽培”等关键技
术，上市时间比春草莓可提前 1个半
月左右，初上市价格达 40—60 元/公
斤，亩均产值可达 4.5 万元以上，每
亩效益比春草莓翻一番。

小小采摘园，一头丰富着市民的
休闲时光，一头托着种植户的“莓”好
生活。近年来，汉台区以打造现代高
效果业集群为目标，以果业发展农民

增收增效为核心，建成标准化草莓示
范园 80 多个，通过“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方式，打造集种植、田园观光、
亲子研学、农家体验为一体的现代草
莓农业园，推动种植、农家乐、采摘游
等多业态蓬勃发展，“草莓经济”与农
村旅游融合发展。

目前，全区草莓种植面积在 2600
亩左右，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及铺镇
和宗营镇、七里街道等区域，年产量达
3900吨，产值达 6500万元左右，草莓
不断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火 热 的 冬 季 旅 游 让 滑 雪 运 动
迎 来 新 热 潮 。 记 者 采 访 了 解 到 ，
面 对 激 增 的 客 流 ，部 分 雪 场 的“ 硬
件 ”设 施 和“ 软 件 ”服 务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升 ，以 更 好 地 保 证 游 客 运 动
安 全 。

滑雪运动人气旺

“从成都直飞哈尔滨的机票，这
几天一直在涨，太火了。”四川市民
罗曼瑶计划最近去哈尔滨滑雪，预
订机票时发现价格涨了不少。

这个冬天，黑龙江哈尔滨“冰雪
之旅”异常火爆。据滴滴出行数据，
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哈尔滨附近滑
雪场订单涨了近 26倍。元旦假期过
后，火爆情况依然延续。哈尔滨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局 长 王 洪 新 认
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日，预计会迎
来新的客流高峰。

“冰雪旅游的火爆让更多人接
触滑雪运动。”辽宁沈阳浑南区东北
亚国际滑雪场负责人王盈说，“雪场
目前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 2000 人，
较以往有很大提升。”临近夜幕，吉
林长春庙香山滑雪度假区内大量雪
友排着队等待缆车。度假区创始人
王勇说，度假区自 2011 年开放夜场
滑雪，从来没有这么火，现在每天接
待近千人。

不仅有着天然“雪”优势的东北
地区雪场客流量不断攀升，一些南
方 城 市 也 不 断 布 局 雪 场 ，“ 北 雪 南
移”成为冰雪季新的趋势。

在“火炉”城市重庆，室内外雪
场做到雪季和非雪季交替互补。全
市目前已有 8 个室外滑雪场、2 个室
内滑雪场。

位于四川的峨眉山滑雪场星空
营地项目负责人廖雯雯告诉记者，
今 年 雪 场 冰 雪 项 目 进 行 了 全 面 提
升，在保留童萌乐园等热门项目基
础上，新增雪地坦克、冰雪海盗船等
配套娱乐项目，吸引了不少“新客”。

滑雪热背后这些短板要补齐

滑雪在冬季给人们带来无穷乐
趣，但随着客流的激增，一些问题也
开始显现。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
一些雪场硬件和软件亟待提升；在
当前滑雪游客中，初学者较多，安全
意识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 雪 场“ 硬 件 ”设 施 短 板 显
现。记者走访看到，在辽宁一些雪
场，不仅缆车等待区排起长队，雪具
租赁区的队伍更是一眼望不到头，
不少雪友因此选择租用街边小摊的
雪具，而许多小摊雪具未见品牌标
识，质量无法保证。在四川一些雪
场，存在雪鞋、雪具供应不足情况，
还有的滑雪场没有头盔租赁服务，
游客又没有提前准备，只能“硬滑”，
存在风险。此外有游客反映，在一
些热门滑雪场，滑雪区常常人满为
患，根本不敢滑，雪场实际上容纳不
下这么多人。

—— 雪 场“ 软 件 ”服 务 尚 存 不
足。“今冬雪场接待人数比往年提高
不少，但管理队伍并没有扩大，只能
临时聘用一些社会人员进行补充。”
这个雪季不少雪场负责人遇到了相
同的难题，“我们很难有效管理雪友，
更没法一一查看护具是否齐全。”

滑雪受伤一般要立即处理，然
而不少雪场医务室往往只配备一名

医生和一辆救护车，医生大多是附
近定点医院医生轮值，医疗队伍流
动性较强。“一对一做简单临时处理
还好，遇到多名游客同时呼叫，还真
有点忙不过来。”一名雪场医护人员
告诉记者。

——部分雪友对滑雪运动认识
不足。“太多初学者误入或有意进入
高级道，有时初学者不是自己摔伤，
而是在高级道横冲直撞造成意外事
故。”长春滑雪爱好者尹先生说。

据中国滑雪协会统计，目前在
国内占主流的是海拔落差在 200 米
左右的中小型雪场，直观上看，它们
的中高级雪道较短，坡度似乎也不
像大型雪场的雪道一样令新手“望
而却步”，加之往往与初级区直接相
连，有可能令初学者产生误判。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牛凯迪
认为，针对当前初学者较多的特点，
雪场一定要做好标识引导、技能培
训和安全救援，滑雪者也应提高安
全意识。

多举措保证滑雪安全又尽兴

随着更多人加入滑雪“大军”，
相关部门、雪场纷纷推出相应监管、
服务措施，以更好为雪友保驾护航。

在辽宁，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近期对全市 4 家滑雪场在用的 6
条 客 运 索 道 开 展“ 全 覆 盖 ”执 法 检
查，检查发现问题均已当场责令整
改。在黑龙江，七台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辖区滑雪场的雪板、雪鞋
等游乐装备质量进行了重点检查；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专门对安保人
员进行了培训，提升安全意识和安
全技能。在山东，青岛不少滑雪场
通过网上提前预约、增设新滑道、延
长营业时间等方式有序分流疏导，
保障游客入场体验安全有序。

“雪场要有规划地进行雪具储
备，合理‘削峰填谷’。一方面通过
推出优惠套票等措施，让雪具在平
时尽量满负荷运转；另一方面，通过
网上预约、夜场分流等措施应对旺

盛客流，有效增加翻板率，提升雪友
接待量。”东北亚国际滑雪场营销负
责人张硕峰说。

滑雪运动虽有一定专业性，但只
要掌握基本要领，知晓雪场救援方
式，就能为快乐“兜底”。在滑雪旺
季，雪场医务室应适度增加医生数
量，加强救援人员的专业培训，医务
室的急救物资也需要进一步丰富。

牛凯迪表示，雪友在运动前，可
提前了解雪场的救援流程和路线，

方便在意外发生时最快得到准确救

助，有条件的可在专业教练指导下

练习。他建议，雪场可推出和在游

泳馆考深水证类似的“高级道资质

考核”，为想要挑战高级道的雪友做

好服务和引导。

此外，广大雪友要做好滑雪前

的基础功课。重庆市单板滑雪队主

教练封先樵建议，要选择尺码合适、

没有变形的雪鞋和雪板，穿戴好护

具，切勿为追求漂亮而不戴正规的

头 盔 ，只 戴 软 盔 、鸭 舌 帽 盔 甚 至 绒

帽 ；在 雪 道 上 摔 倒 后 不 能 就 地 休

息 ，要 尽 快 移 动 到 雪 道 边 ，以 防 被

撞伤。 （新华社沈阳1月15日电）

2023年进出口总值 39.5亿元，创历史新高

我市外贸实现四连增

年产量3900吨，产值达6500万元左右

汉台区草莓经济与农村旅游融合发展

雪季沸腾如何安全又尽兴
——多地雪场走访观察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刘艺淳 李典 谷训 邢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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