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落地见效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 任 务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指明了方向。

我市作为“三线”建设老工业基
地，国家 41 个工业门类就有 34 个，
拥有大型制造企业和理工类高校，
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活力迸发，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基础、有条
件。迈上新征程，我们要在生产力
水平上实现更大突破、更大发展，必
须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落
地见效。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落地见效，就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树牢创新思维，坚持创新驱
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发力，以直接
对接秦创原总窗口为抓手，利用好
秦创原汉中协同创新基地和汉中离
岸创新中心，统筹抓好政府主推的
有组织创新、高校院所主导的原始
创新、企业为主体的集成创新，组织
好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
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扎实推
进项目路演、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落地见效，就要构建富有汉中特色
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布

局产业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聚力打造 5 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前瞻布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三次产业
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
采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
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走出一条新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
落地见效，就要深化人才工作机制
创新，推进“百千万”人才工程，抓实
年轻干部培养“火种计划”，探索新
生代企业家支持培育计划，培育重
点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充分
释放人才创造活力。 （下转第4版）

巴中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市考察座谈
本报讯（记者 张玉文）3月22日，

四川省巴中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市考
察，并召开巴中市汉中市工作座谈
会。汉中市委书记张烨、巴中市委
书 记 鲜 荣 生 分 别 讲 话 。 汉 中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 王 建 平 出 席 座 谈 会 。
汉 中 市 委 常 委 、常 务 副 市 长 、市 委
组织部部长王利主持座谈会。巴中
市委常委、文旅新区党（工）委书记
王 毅 ，巴 中 市 副 市 长 李 本 勇 ，巴 中
市委秘书长郑琼和汉中市委常委、
副市长陈剑彬，汉中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王松柏，汉中市副市长王红艳
等参加。

座谈会上，两市分别通报了汉
巴南铁路、洋县经镇巴至广安高速
项目和宝汉巴铁路、S27 洋镇高速公
路 项 目 推 进 情 况 ，并 提 出 工 作 建

议。两市领导以及发改、交通运输、
文旅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就彼此关
心的问题深入交流。

张烨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巴 中 市 党 政 代 表 团 一 行 表 示 热 烈
欢迎，对巴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绩表示衷心祝贺。他说，当
前，汉中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全 力 建 设 生 态 城
市 、现 代 化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 西 汉
蓉 ”航 空 产 业 带 重 要 节 点 城 市 ，聚
力打造 5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 3 个
重点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国内知名
旅 游 目 的 地 和 世 界 旅 游 目 的 地 城
市之一，加大旅游消费集散地和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奋力推动汉
中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汉中
和 巴 中 自 古 山 水 相 连 、人 文 相 亲 、
经 济 相 融 、相 互 支 持 ，两 市 实 现 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思路、路径一致，
资 源 禀 赋 相 同 、区 域 协 同 性 强 、合
作 前 景 广 阔 。 希 望 两 地 建 立 健 全
覆盖各领域的工作衔接机制，在重
要领域紧密沟通联系，在构建现代
化 产 业 体 系 、发 展 文 旅 产 业 、基 础
设施联通、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深
化 交 流 合 作 、强 化 协 作 配 合 ，携 手
谱写两地合作新篇章。

鲜荣生在讲话中说，巴中和汉中
文化相近、血脉相连、愿景相通、友
谊深厚。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来汉中
考察，作为山水相邻的兄弟城市，我
们同样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此次

前来，就是要实地感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
为推动巴中高质量跨越发展汲取更
多智慧力量。巴中将学习借鉴汉中
先进经验，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
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聚力推动工
作转段、发展转型、作风转变，加快
建 设 全 国 革 命 老 区 振 兴 发 展 示 范
市。真诚希望两市进一步深化交流
合作，建立常态沟通协作机制，全力
协 同 推 进 汉 巴 南 铁 路 巴 中 至 汉 中
段、镇广高速等项目建设，在文旅产
业、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探索更为
广阔的合作空间，实现区域协作共
赢发展。

座谈会前，代表团一行到汉中市
博物馆、天汉湿地公园等地进行了
实地考察。

本报讯 （记者 张玉文 见习记者 梁逸晨）3 月
21 日，市长王建平调研中心城区医疗卫生工作。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
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补齐医疗
卫生领域短板弱项，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邱仕伟
参加调研。

在市妇幼保健院，王建平详细了解妇女儿童健康
管理、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等工作。他指出，要立足自
身功能定位，聚焦妇女儿童健康需求，强化专科能力
建设，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优质
的医疗和保健服务。在市中医医院，王建平在实地察
看中医特色诊疗、医院门诊医技综合楼项目建设等情
况后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优势，健全中医理疗
和康养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市公共卫生中心建设
项目现场，王建平听取了传染病防控、实验室检测能
力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抓好
公共卫生项目整体规划，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盘
活存量资源，努力提高现有资产的利用效益。要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强化疾控体系建设，着力提高重点传
染病检验检测、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守牢公共卫
生安全底线。

在南郑区大河坎镇卫生院、卢家沟社区卫生室，
王建平与医护人员、就医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壮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队伍，健全完善分级诊疗机制，让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
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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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媛媛）近日，我
市 80 万亩春茶陆续进入采摘期，相
关茶企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春茶。

这 几 天 ，气 温 回 升 ，茶 枝 冒 出
柔嫩的新芽。一场春雨的滋润，让
茶园显得更加青翠葱茏。3 月 21 日
上午 7 时，40 余名采茶工穿梭在西
乡县秀国茶园茶垄间，她们十指灵
动 、指 尖 轻 提 ，将 一 片 片 嫩 芽 收 入
茶篓中。

“俗话说，明前茶，贵如金。这
几天，要抢着时间采茶。”秀国茶园
负 责 人 王 欢 介 绍 ，受 初 春 寒 潮 影
响 ，相 较 往 年 ，今 年 的 首 批 春 茶 采
摘 时 间 延 后 了 10 天 左 右 。 对 茶 园
而言，冷空气是一把“双刃剑”。冰
雪融化后渗进土壤，能使茶树根部
水 份 更 充 足 ，且 低 温 能 减 少 病 虫
害，从而提高茶叶质量。“开采时间
虽 晚 ，销 售 却 不 难 。 当 前 ，首 批 春

茶 已 被 老 客 户 预 订 一 空 。”王 欢 笑
着说。

记者从市茶业发展中心了解到，
当前，南郑区、城固县、勉县、西乡县、
宁强县、镇巴县共计约 80 万亩茶园
陆续开采，海拔高一点的茶树和老品
种茶树采摘时间稍晚几天，3 月底全
市春茶将全面开采，预计一季度全市
茶叶总产量 490余吨。

近年来，我市立足生态资源禀赋

和产业发展目标，全力把茶产业打造
成全省单项冠军产业，让茶产业成为
特色优势产业、绿色生态产业和乡村
振兴重点产业。截至去年底，全市茶
园总面积达 132.4 万亩，茶叶总产量
6.4 万吨，干毛茶产值 102 亿元，综合
产值超过 380亿元，面积、产量、产值
居全省第一，形成了以绿茶、红茶为
主，黄茶、白茶、黑茶为补充的“五色
汉茶、五茶共舞”格局。

我 市 80 万 亩 春 茶 陆 续 开 采

本报讯 （记者 张玉文）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通知，确
定 2024年“四季村晚”主场和示范展
示点名单，要求各地精心策划组织
实施。其中，宁强县高寨子街道肖
家 坝 村 被 确 定 为 2024 年 全 国 春 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该县已初步拟
定在 4月上旬开展相关活动。

“村晚”源于农民自编自导、自
演自赏的文化活动，大家唱身边事、
演身边人、道心里话、赞新生活，深
受各地群众喜爱。近年来，为全面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文旅部门大力支
持 推 广 各 地 开 展“ 村 晚 ”活 动 。 去
年，镇巴县兴隆镇水田坝社区上榜
全国秋季“村晚”示范展示名单，当
地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等
节会契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展示了广大农民群众喜迎国
庆、欢庆丰收的喜悦氛围。

此 次 肖 家 坝 村 被 确 定 为 春 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将重点结合春
耕 生 产 和 春 季 节 会 等 开 展 活 动 。
根 据 此 前 文 旅 部 办 公 厅 发 布 的
开 展 2024 年“四季村晚”活动通知，
今年的活动将突出以乡村为中心，
坚 持 农 趣 农 味 ，鼓 励 开 展“ 斗 舞 ”

“对歌”“才艺比拼”等竞技性活动，
推 动 节 目 季 季 演 、才 艺 人 人 秀 、活
动季季新。

此外，文旅部门将支持“村晚+”
特色节庆节日、民族文化传承、旅游
产业发展、新兴消费业态，推动“村
晚”由侧重文艺演出向文化和旅游
节庆展示、群众文艺展示、特色文化
传承、好物美景推介等相结合的综
合性节庆活动转变。支持“村晚”进
街区、进景区，积极发展乡村特色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让“村晚”真正
成为群众才艺大舞台、特色文化大
秀场、文旅融合大平台。

宁强肖家坝村跻身2024年
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将于4月上旬开展相关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徐立生）近日，市公路局和
西乡县堰口镇三合村联手在古荔枝道旁打造的
山水画卷风情街开始迎来各地游客，成为阳春 3月
踏青赏花的又一旅游打卡地。

山水画卷风情街位于古荔枝道的 210 国道
三合村。“荔枝古道”从四川涪州（现重庆涪陵）经
西乡直通长安，亦称“子午古道”，是古代涪陵连
接四川、陕西、湖北的陆上商业贸易线。三合村
主导产业是茶产业，每到春季这里万亩茶园春芽
吐翠，一簇簇粉红色的桃花和洁白的李子花、梨
花争奇斗艳，与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绘成了一幅壮
丽的山水画卷。市公路局西乡公路段和三合村
积极协作，精心谋划，充分挖掘古荔枝道文化，利
用 210 国道一公里的旧线，在三合村打造了集休
闲品茗+公路+茶业+商贸洽谈+旅游的山水画卷
风情街，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近年来，该局在抓好养护生产主业的同时，
注重在乡村振兴和支援区域经济发展上动心思、
用实劲，积极探索“公路+产业”“公路+文旅”“公
路+驿站”等发展新模式，按照“路地共建”思路把

干线公路沿线乡镇的特色产业、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振兴示范点串连成线。在南郑区建成“巴山
魂”红色文化公路主题公园，探索形成“红色旅游
吸引人、公路精神感染人、融合产业留住人”模
式，成为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公路文化传播基地、
红色旅游观光基地、生态绿色保护基地和产业融
合示范地；在 244国道留坝段打造了设有停车场、
休息亭、公路文化宣传栏、微地形景观、卡通人物
的青岗坪公路主题公园，延伸了新时代公路文化
内涵。

210国道三合山水画卷风情街
成踏青赏花打卡地

日前，勉县周家山镇黄沙社区的村民在
采摘羊肚菌。

该社区通过土地流转建起农业产业园，
带动村民发展羊肚菌产业，近日 300 亩羊肚
菌迎来丰收，来自四川、辽宁、重庆等地的订
单供不应求，预计增收 1000 万元。

潘钰 陈雅萱 摄

眼下，春光正好，汉台区老君镇
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
朵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生姿，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据了解，该镇今年种植油菜 1.6万
亩，其中在重点观花点皇塘景区周
边种植油菜 3000 余亩，景区核心区
还种植彩色油菜花 50 亩。近年来，

该镇皇塘村抢抓全域旅游创建和乡
村振兴机遇，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为牵引，把“看、游、吃、住、玩
5 个在皇塘”的思路贯穿工作始终，
将皇塘景区打造成为 3A级景区。

“村里在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 同 时 ，不 断 推 动 特 色 项 目 建 设 。
依托油菜花这个‘文旅 IP’，我们举

办 了 花 海 马 拉
松 、花 海 音 乐 节
等 活 动 ，在 这 里
建 设 了 君 芳 农
场 ，开 发 了 花 海
餐 厅 、网 红 小 火

车、露营基地等多个项目，丰富乡村
旅游 业 态 。”皇 塘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志强向记者介绍，周边不少村民带
来自家农特产品，在临时摆摊点销
售，享受花海“美丽经济”带来的直
接收益。

“我们不仅出售农特产品，在君
芳农场还建设了小型游乐园和美食
餐厅，现在景区的旅游线路已开发
完善，前来赏花的市民络绎不绝，让
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村
民胡小梅开心地说。

皇塘村坐拥油菜花风光，与之
相邻的金寨村便是赫赫有名的“动

漫村”。整洁的墙面绘着栩栩如生
的孙悟空、黑猫警长、葫芦娃、千与
千寻等经典漫画角色，徜徉其中，仿
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这里是离皇塘观花点最近的
村子，为丰富游玩项目，我们利用农
户墙面绘制了 50 余幅彩绘，内容多
以八九十年代的动漫为主，让赏花、
忆童年成为游客到老君镇游玩的新
体验。”该镇副镇长杨熙瑶说。

千亩油菜花开正旺，远处农居山
水点缀其间，让人陶醉。该镇以花为
媒发展乡村旅游，让油菜花绽放的

“美丽经济”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油 菜 花 ，开 出 乡 村“ 美 丽 经 济 ”
——汉台区老君镇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

本报记者 朱媛媛 见习记者 高思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