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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汉台区居尚装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丢失汉中市
汉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10702352273379Y，
声明作废。

△韩正源丢失汉中大华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商品房预
售 合 同 一 份 ，合 同 编 号 ：
YS0215432，房屋代码：692049，

房号：23—2 1605号，声明作废。
△陕西铭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丢失“陕西铭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陕西铭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丢失汉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610700MA6YN1L27L，
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年 1 月
1日实施）的要求，《城固县智造机加产
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环
境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 http：//hjgcsj.cn/gongshi/

320.html查阅《城固县智造机加产业园
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同
时也可通过电话联系城固县园区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获取纸质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电话为 1771971976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规划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

规划区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专家以

及对本规划关心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

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或者
信函等方式发表关于该规划环评工作

的意见与看法。
邮 箱 ：413468613@qq.com；电 话 ：

17719719765；信 函 邮 寄 地 址 ：城 固 县
园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城固县园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7日

城固县智造机加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环境信息公示 遗失声明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
耕。近日，勉县各地天气转暖，阜川
镇的烟农们也迎来了一年之中的忙
碌时节。当下正值烤烟春耕生产的
关键时期，烟田间随处可见一派繁忙
有序的劳作场景。

一片金叶子，带动一方富。阜川
镇蒲家坝村是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的定点帮扶村，自帮扶工作开展以
来，该局始终把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
置，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以发展“飞地经济”为当
地村民开辟增收致富之路。

在该局帮扶政策的支持下，蒲家
坝村于 2022年成立了“勉县精叶”烟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3 年以来，
该村以烤烟种植“千亩新村”发展为
契机，采取飞地经济、抱团发展的方
式，不断扩大烟叶种植面积，并优先
吸纳脱贫人口和低收入劳动力务工，

强化技术指导，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地就近就业。据统计，2023 年，
该村累计发展烤烟种植 1100 余亩，
吸纳当地及周边 300 余名群众参与
务工，务工群众人均收入 4000余元，
种植户人均创收 5万余元，让参与群
众 真 真 切 切 尝 到 了 种 植 烟 叶 的 甜
头。如今，烤烟种植已成为该村做好

“土特产”文章的一张名片，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注活力、强动力。

“外出打工收入不稳定，家里老
人常年照顾不上，一年到头也攒不
下几个钱，听村干部说烟草公司在
帮扶我们村，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回来跟着大家一起种烤烟，还有
专人定期对我们进行技术指导，我
现在越种越顺手！”该村村民吴浩浩
高兴地说。在蒲家坝村第一书记李
侠的帮助下，以前在外做驾校教练
的 他 回 村 承 包 了 80 亩 土 地 种 植 烟

叶。此外，他还吸纳村里 10 余名劳
动力在自己烟田里务工，带领乡亲
们一起增收致富。

为让烟农轻松种烟、稳定致富，
把科技兴烟的“金钥匙”送到种植户
手中，从烟叶育苗、耕地移栽、病虫害
防治到采收烘烤，该局都选派专业人
员为烟农提供全闭环的技术指导。

“要想烤烟质量好，苗好是关键！”烟
草公司技术员田岗对育苗务工人员
说，“要抢抓这几天的晴好天气，按照
技术标准，做好育苗工作，保障移栽
时有充足的烟苗供应。”正在烤烟育
苗地里务工的况永美说，他和同村的

好几个村民都在这干活，主要从事烟
苗播种，一天能拿到 100 块钱，还离
家近，生活也方便。

据悉，截至目前，蒲家坝村已累
计发展烤烟种植 1300 余亩，较去年
同期新增 200余亩，烟叶种植已成为
该村有力的助农就业增收产业。“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发挥行业优势，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加强田间地头管理，持续提
升蒲家坝村烟叶品质，把产业增值收
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当地群众生活芝
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美好！”该
村第一书记李侠信心满满地说道。

抢抓农时助春耕 绘就一年好“丰”景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为蒲家坝村开辟增收致富之路

本报通讯员 赵泓阳 邓雨洁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时下，佛坪县大河坝镇桃花盛开，树树繁华、灿若云锦，描摹出春天的风光旖旎。 王刚 龚孝芬 摄

（上接第 1版报眼）着眼满足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深入挖掘传统节
日的文化内涵，开展积极健康的民俗
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自办文
体活动，加强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开展新技
术创新、示范、推广工作，搭建数字化
公益助农平台，推动科普示范活动、
科普项目向农村延伸，传播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促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深化乡村环境整
治，大力普及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

康生活理念。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务求实效，充分发挥“三下乡”活动在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
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向民族
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倾斜，抓好办成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实事。坚持守正创新，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
功，持续推动“三下乡”工作提质增效。
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集中示范活
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和重点项目的新进
展新成效，讲好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本报讯（记者 何娜）3 月 26 日，
我市召开关工委系统工作会议，传达
学习中省关工委工作会议精神、中省
领导对关工委工作的批示，安排部署
今年主要工作。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关工委和
“ 五 老 ”要 把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
合起来，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各项部
署紧密结合起来，同贯彻实施中共中央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紧密结合起

来，筑牢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根
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关心下一代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统筹
推进青少年教育关爱工作，大力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教育实践、家庭教育法宣讲
和“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法治教育活
动，着力解决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突出问题。要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本领，助推全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走深走实，为努力建
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
态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汉中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市召开关工委系统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张恤民 路锦
丽）连日来，洋县卫健局组织各级医
疗机构分别到属地机关单位、校园、
社区、集镇等场所，持续开展形式多
样的“六进”科普宣传暨第 29 届“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义诊活动，重
点对结核病常见症状和防治方法现
场解答。

每到一处，医务工作者通过摆放
展板，发放手提袋、宣传折页和义诊
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结核病、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危害、防治措施及国家
免费政策等相关知识，倡导全社会关
注结核病防治，不断提高健康意识。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彩页 2
万张，宣传手提袋 2500个、入户宣传
单 11万张、悬挂横幅 30条，宣传展板
100余面，接受群众咨询 300余人，免
费结核病筛查 20余人。通过活动引
导更多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结核病
防治中来，持续巩固该县结核病防治
成效。

洋县开展结核病防治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冯川）近日，南
郑区梁山镇分别在辖区有地质灾害
的两个村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知识
培训，以增强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本
领，提高公众预防地质灾害能力。

演练现场模拟了地震引发的山
体滑坡情景，救援队伍迅速响应，展
开了紧张有序的救援行动。通过演
练有效地检验了各部门间的协调机
制和应急响应流程。

南郑梁山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一年春耕正当时。近日，洋县戚氏镇村民整理秧母田。 李永灵 摄

本报讯（通 讯 员 高亮 张敏）
近日，略阳县徐家坪自然资源所抓
住春播备耕有利时机，向辖区镇党
政领导干部、村“两委”负责人及驻
村 工 作 队 集 中 宣 讲 耕 地 保 护 相 关

政策。
据悉，该所辖区耕地保有量大，

耕地保护任务重。为遏制耕地“非
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今年以
来，该所持续开展耕地保护宣传活

动 ，强 化 辖 区 干 群 耕 地 保 护 意 识 。
同时，该所工作人员还结合日常业
务和动态巡查，走村入户到田间地
头宣传耕地保护政策，耐心为村组
干部及群众讲解耕地“非农化”“非

粮 化 ”危 害 及 耕 地 保 护 的 重 大 意
义。同步按照“田长制”相关规定，
提醒镇级田长每月开展一次巡田、
督促村级田长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巡
田、网格员开展日常巡田。

略阳徐家坪自然资源所扎实开展耕地保护政策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伟）近年来，
南郑区圣水镇立足地区实际，突出党
建引领和产业特色，发挥资源优势，
通过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规模种
植、集约经营，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走出了一
条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笔者走进圣水镇青史村和廖坝
村中药材种植地，处处弥漫着浓浓

的药香味，成片郁郁葱葱的元胡长
势喜人。中药材的种植，不仅能拉
动村集体经济增长，也给村民们提
供了就业机会，现场务工的村民正
忙着清除杂草，为中药材丰产丰收
打好基础。

为更好地保护生态资源，节约劳
动力成本，该镇积极推动元胡、乌药、
附子等产业良性发展，在市、区农业

技术部门、当地大专院校的帮助和指
导下，以提供新服务、推广新技术、抢
抓新机遇为抓手，通过打造“农户+
基地+合作社+专家”经营新模式，不
断推进当地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
截至目前，全镇共发展元胡、附子、乌
药 等 中 药 材 7700 余 亩 ，按 照 亩 产
1000 斤，每斤新鲜药材单价 15 元计
算，预计实现经济价值超 1.1亿元。

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加快中
药材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土地资源，提
升种植品质，积极扶持引导专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建设中药材加工车
间，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提高
中药材附加值，提升亩产收益，力争
使中药材产业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
富的支柱产业。

南郑圣水镇：元胡产业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