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耀州分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阳光讯（记者严利君通讯员党婷悦

王飞）今年以来，铜川市生态环境局耀州分

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增强服务意识、创

新服务方式上主动作为，以“服务在一线，满

意在环保”为宗旨全方位助力企业发展。

开年来，铜川市生态环境局耀州分局多

措并举，不断落实企业生态环保工作政策，

未雨绸缪，在企业复工复产前送上了《致全

区企业复工复产前的一封信》，明确了注意

事项，为企业绿色经营保驾护航；开展重点

企业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运维情况及数据

比对分析，紧抓重点企业尚未投料生产的时

间空当，翻“病历”，找准每家企业病灶，逐一

对接，精准指导，明确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

验收、调试和运行的注意事项和标准，确保

在线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避免因复

产后工况不稳定造成企业在线数据超标、停

产；同时以信用评价结果为基点，动态调整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更具弹性和包容性

的监管，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加大正向激励

力度，让自觉守法企业受益。

提升服务质量，按照“手续最简、时间

最短、效率最高”原则，主动对接项目办理

环评，在目前全市污染源总量稀缺、减排

压力大的困境下，该局积极为新建项目做

好替代污染源协调工作，靠前服务，主动

发力，成立了一把手任组长，大气科、水

科、执法科、督查科、大队为成员的环评服

务专班，各科室密切配合，接力跑步，围绕

深挖细找搜余量、精算准核定数据、容缺

审查报告表，跑出了要素保障加速度；组

织召开了耀州区建设项目环评要素保障

工作座谈会，从项目招引方面进行政策指

导，建立了项目前期互联互通、定期更新

项目服务清单机制，确保区域内企业经营

环境良性循环。

年初以来，该局针对初次违反、未造

明显环境后果的违法露天堆放煤炭等物

的企业或个人，积极推行“一次劝改、二次

改、三次处罚”的容错整改机制，用春雷和

唤起企业环保自主意识，用执法温度感染

业环保自主能力。以“双书送达”温馨执法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送上信用修

告知书，打消企业顾虑，助力企业消除失

影响，并在公众号设置环保说法专栏，拓

政策讲解宣传面，推动企业知法懂法守法

以柔性执法激发刚性力量，打造有温度的

治化营商环境。

提质增效 主导产业优势明显

为加快城镇建设步伐，2023年以来，合

阳县黑池镇属合阳县粮食种植重点镇，主

导产业以小麦、玉米和红薯为主，域内共有

耕地面积12.5万亩，高标准农田占比达

45.8%，粮食种植面积占比达52.8%。

申庄粮食规模化种植区承担了全省5万

亩粮食功能区小麦冬前抗逆社会化服务现

场点；天泉家庭农场承担了家庭农场与专业

合作社优势互补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现

场点，并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粮食现

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四批市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创建名单”；南社蔬菜产业园、万头肉牛

全产业链智慧生态牧场等一批企业在此投

资农业生产项目进展顺利、运营良好，农业

产业发展工作得到省农业厅领导的肯定。

产销对接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黑池镇在专业合作社引领、产业园带

动、党支部和群众参与下成立农产品加工

专业合作社4家，其中小麦面粉加工合作

社2家，突出加工过程天然无添加及石磨

加工特色，另有黄花菜和红薯加工合作社

各一家，紧扣镇域“红、黄”主导产业地域

性产品优质化特点，加工的黄花菜、红薯

粉条、红薯淀粉、红薯面等农产品声誉质

量享誉周边市县，有效保障了粮食产业的

链条延伸，凸显了加工优势。

黑池镇连续三年承办全国甘薯高产高

效现场会，连续三年承办全国红薯文化节暨

“曙光薯农杯”红薯擂台赛，参加第七届国际

农博会全国地标产品南昌展销会，并被农业

农村部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绿色发展 环境友好型农业加快发展

各产业园率先带头示范，使用高产技

术、质量保证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服

务，不定期开放供群众学习，使广大农户

了解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的优势。在施

肥上，严控每一环节，坚持“有机肥+生物

菌+土壤调理剂”的土壤改良配方合理施

用肥料，做到种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生

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使农产品达到无公

害绿色标准。天泉农业园创建陕西省绿色

高质高效（节水增粮增效）行动攻关区，选

用抗逆丰产品种，围绕测墒补灌、水肥一

体化、小麦宽幅播种等技术开展攻关研

究，完善节水、节肥、节药、节种、全程机械

化的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总结出了“一年

两熟复种区”可复制推广的粮食作物绿色

高质高效生产模式。

黑池镇坚持科技创新战略，大力开

产学研合作，与陕西省宝鸡农科院、山东

农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等研

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院企

校企研发协作关系，累计注册种粮家庭

场75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38家。下

步，合阳县黑池镇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创

体制机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健全产业体系、生产

系和经营体系；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完

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显著提升农民就业

收效果，并探索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

将黑池镇打造成为品牌突出、业态合理、

益显著、生态良好的农业产业强镇，为全

粮食产业发展树立“黑池样板”。

■记者严利君通讯员田安涛张玉钰

惊蛰过后，天气回暖。铜川市王益区

义兴村设施樱桃种植基地内，樱桃花竞相

绽放，花团锦簇，散发出阵阵幽香，雪白的

花瓣在翠绿树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嫩，

村民们正忙着进行人工授粉等花期养护

工作，为收获高品质樱桃打好基础。

“再过一个月，大棚里的樱桃就上市

了，这些是从外地引进的最新品种，色泽

好、个头大，病虫害相对少，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王益区义兴村驻村干部杨孝义介

绍，“升温早、上市早，通过调节大棚温度，

樱桃会提前上市，这样不仅销售好，而且

也能卖上好价钱。”

在义兴村，果农陈先锋是大棚樱桃种植

大户，种植大棚樱桃80余亩，有萨米脱、布鲁

克斯、红灯、美早、沙王、火箭等品种，大棚樱

桃年产十几万斤，从2022年开始每年增加移

动果树3000余棵，实现了“移动种植”。

“12月份给大棚加盖棉被，一般是白

天盖上棉被，晚上卷起棉被，进入休眠期

约700小时，然后开始升温，樱桃同一品

种开花达到80％后开始授粉，经过两次

授粉，三次洗果，才进入正常生长期，大

概50天左右成熟。”这些年陈先锋把全部

精力都用到了樱桃种植上，一说起来就

滔滔不绝。

据了解，王益区坚持从源头抓起、从

技术抓起，着力发展本地特色种植产业，

积极引导果农推行果园标准化生产管理，

通过大棚反季节栽植等技术的实践，温室

栽培已经可以将樱桃果品货架期延长3
倍，大棚樱桃每亩产量可达1000公斤以

上，每亩产值超过30万元，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义兴村的大棚樱桃种植不仅带动了

村民增收，还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务工难

题，为本地村民提供就业，8人为长期用

工，农忙时期达到30人左右，每年定期组

织本地村民学习果树种植与培育知识。义

兴村股份经营合作社还签订了温室大棚

项目经营协议，合作模式采用“项目+村

集体经济组织+企业+脱贫户”的模式，每

年将一部分收益分红给脱贫户，另一部分

发展集体经济，大大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原先我不知道在村子里能干啥工作，现

在可以在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又能照顾

家里，这是一门技术活，家里又多了一份

收入。”高大姐笑着说。

优化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打造新高

地，大棚樱桃已成为王益区群众稳定增

致富的“新名片”。目前，全区大棚樱桃主

以电商、水果批发商订购等渠道销售为主

客源稳定，高品质的樱桃吸引了来自北京

四川、甘肃等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然后

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我每年都会来咱王益区义兴村大

量采购樱桃，这里樱桃早熟、个大、色鲜

口感好，客户都很满意，在市场上非常

顾客的青睐。”客商刘总说。

变化看在眼里，幸福甜在心头。近

来，王益区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键，在充分利用好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基础上，努力拓宽发展思路，加大政策、

术等支持力度，不断巩固产业基础，做

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渠

多样化，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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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黑池镇获“2024年省级农业产业强镇”殊荣

王益区：樱桃花开产业兴乡村振兴入画来

3月4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公布2024年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加工园区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认定名单的通知》，合阳县黑池镇榜上有名！

近年来，合阳县黑池镇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导下，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抓好耕地保护、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打造粮食产业发展

新优势，着力将黑池镇粮食产业打造成省内粮食产业集群地，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记者杨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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