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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近日，恰逢夏至节气，
国网铜川供电公司召开2024年迎峰度夏电力保
供新闻通气会，通报公司迎峰度夏期间电力保供
措施，现场回答媒体记者提问。公司新闻发言人
衣方磊，运检部、营销部、配网部、调控中心、融媒
体分中心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央广国际在线、陕
西广播电视台、铜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主要媒体
记者参加会议。

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公司今夏电力保供工作
整体情况和具体措施，并感谢媒体朋友们一直以来
对铜川电力事业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媒体记者分
别就迎峰度夏期间供电可靠性、极端天气应对电力
线路停电措施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各专
业部门分别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答复。

据悉，今夏受高温天气影响，预计铜川地区
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08万千瓦。当前，铜
川地区电网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74.3万千瓦。

经综合分析，今夏电力供需总体平衡，能够满足
广大电力客户用电需求。

为圆满完成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任务，铜川供

电公司树牢“人民至上”理念，践行“双满意”工作
导向，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超前谋划、科
学部署，全方位梳理电网运行薄弱环节，精细输
配电设施运维，制定电网风险防控预案，强化应
急抢修管理，加快推进配电网建设改造，守牢大
电网安全生命线，守住民生用电底线，坚决为全
市人民群众清凉度夏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截至目前，铜川供电公司已完成迎峰度夏前
设备检修及相关例行性试验，电网设备健康水平
得到有效提升，各类输变配电设备运行情况良
好。迎峰度夏期间，铜川电网全接线、全保护运
行，无影响电力保供的重过载变电站或输电线
路，电网运行方式安排整体科学合理。各区县供
电区域内无设备过载、负荷受限等情况，电力供
应安全稳定可靠。

通气会后，会议组织方邀请媒体记者走进
330千伏桃曲变电站，进行参观采风。

为群众清凉度夏提供坚强可靠电力保障
国网铜川供电公司

“温度正常，未发现发热等异常情况。”近日，
国网榆林市横山区供电公司城关中心供电所的
运维人员在113北大街22号杆进行了细致的红
外测温检查。“夜间巡视可以更清晰、直观地观察
电力设备是否存在放电或火花现象，这对记录设
备和线路的运行状况至关重要。”城关中心供电
所的负责人解释说。

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不断攀升，用电需求
也随之增加。为了全面了解线路设备的工作状
态和健康状况，确保辖区居民在夏季能够安全稳
定地用电，该公司根据迎峰度夏的工作方案，结
合供电线路和设备的特点以及用电负荷的实际
情况，组织了一支由骨干力量组成的“夜巡小
组”。他们利用夜间用电高峰时段，积极开展夜
巡、测温和负荷测量工作。

在巡视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到用电负荷较
大的线路、配电变压器和设备故障频发区域，特
别关注电力设备容易发热的部位，检查低压接头
和引线接头是否有发热或打火的迹象。他们仔
细排查白天巡视中可能遗漏的隐患和缺陷，防止
因设备过热或损坏而导致的停电事故。此外，他
们还对高负荷区域进行了特别的巡视和检查，对
过去出现问题的电力设备进行了复查，增加了巡
视和测温的频率，并详细记录了设备的运行温度
和负载情况，全面掌握了设备在高温天气下的运

行状况，及时消除了各种缺陷和隐患，实现了“早
发现、早计划、早处理”的隐患管理策略。

根据国网榆林市横山区供电公司计划，在夏
季用电高峰期间，根据城区用电负荷和气温的变
化，进一步加大夜间巡视和红外测温的工作力
度，全面掌握电网的运行状况。同时，还将开展
线路消缺和通道治理等行动，全力以赴确保迎峰
度夏期间电网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为居民在炎
热夏季提供清凉舒适的用电环境，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通讯员 杜芳俊 姬瑞

夜巡测温 居民畅享“温暖电”
横山区供电公司城关中心供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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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定边县樊学镇刘湾村成片的
杏林里，一颗颗红黄相间的红梅杏点缀其
中，犹如一颗颗红宝石在枝头摇曳生姿。
管护人员正在对下垂的枝条进行支架，便
于其更好地生长。

定边县位于黄土高原北部，土质疏松
且肥沃，昼夜温差大，且日照时间长，非常
适宜红梅杏的生长。樊学镇刘湾村紧抓这
一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红梅杏种植，今年的
红梅杏即将开园上市。

为提升村民收入，增加村集体收益，樊
学镇通过“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不
仅让红梅杏落地生根，同时还扩大土地流
转规模，种植核桃、帝王杏、山地苹果等经
济林，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经济林种植稳步发展，小杂粮加工厂
也持续发力，只见加工厂车间内机声隆隆，
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从
当地收购回来的小杂粮在经过除杂、筛选、
包装等工序后，由原粮形态直接变为打包
装箱的农特产品，等待出售。

定边县富广源三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占文告诉记者：“加工出我们自己
的品牌小杂粮，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把自
己的小杂粮卖出好的价钱，后续我们将带
动更多老百姓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

2023年，樊学镇投资90余万元修建小
杂粮加工厂，今年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

行，真正在群众家门口构建出了收购、加工、包装和销售
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来，樊学镇刘湾村
按照“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收入”思路，积
极探索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助力村集体经济产业化、规
范化发展。如今，漫山遍野的红梅杏进入成熟期，村集体
农产品加工厂生产线逐步完善，以集体产业为支撑的樊
学镇刘湾村正逐步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发展新美景。

樊学镇刘湾村党支部书记刘鑫表示：“下一步，我们
打算通过党支部引领，户户种植，大力推广果园经济，从
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有这个生态效益上见到一定
的成效。在小杂粮加工这方面，把小杂粮商品化，提高它
的经济效益，我们以后就以这两方面为发展目标，带动我
们全村村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张立昌 任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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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宁陕县财政局持
续坚持以党建引领，强化干部队
伍作风建设，提高为民服务能
力，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素
质过硬、作风优良的高质量财政
干部队伍。

强化组织建设，筑牢思想基
础。通过理论中心组学习、财政
大讲堂、联村帮扶等形式，厚植
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和党员群众
基础，夯实财政党员干部的“公
仆”意识。

强化制度建设，持续日常严
管。建章立制持续用好“首问负
责、限时办结、财务管理、公车管
理”等20项规章制度，增强纪律
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从
源头上遏制违规违纪行为产生，
持续推动建立干部严管常态化
机制。

强化学习教育，提升能力素
养。充分利用“学习强国”APP、
陕西干部网络学院等平台、多形
式持续强化学习教育。持续办
好“财政大讲堂”，注重干部公文
写作、交流发言锻炼，通过持续
发力和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干部
必备本领和能力素养。

强化服务意识，树立财政新
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决杜
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

“吃、拿、卡、要”行为，切实提升
服务全县人民，服务各镇、各部
门的质量和水平。

强化警示教育，筑牢廉政底线。积极
组织全体干部集中学习反面典型案例观
看警示教育片、赴廉政教育基地开展警示
教育等多种形式，不断筑牢思想防线，坚
决不碰纪律红线，牢牢守住廉洁底线。

通讯员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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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榆林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瞄准
制约南部县产业振兴的难点、痛点、堵点，精准施策，推
动特色主导产业发展——

在佳县，得益于“高科技”渗水地膜覆盖穴播技术，
高粱苗长势喜人；在清涧县，山野中生长的野酸枣“变
身”为高端功效性食疗产品；在子洲县，片片黄芪衍生出
黄芪茶、黄芪咖啡、黄芪面膜等产品。

“2023年，我们出台了支持南部县产业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的若干意见，设立专项资金5亿元，支持南部县10
个全产业链项目。2024年，设立支持南部县专项资金12
亿元，第一批支持18个产业振兴项目，促进优势互补、发
展互济。”近日，榆林市发展改革委区域中心主任赵红英
介绍，榆林已初步探索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激活
南部县产业振兴新引擎。

擦亮文旅新名片

位于黄河中游的佳县木头峪镇木头峪村是走西口
重要的黄河水旱码头，被誉为“晋陕峡谷第一村”，至今
仍保留着明清古建筑群。

如今，这里依托旅游产业发展成为网红打卡地，文
化展馆、特色民宿遍布其中。

“每逢假期，我们的‘隐居山里’民宿生意非常好，日
营业额达3万多元。”木头峪古镇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管理总监李浩楠所说的“隐居山里”民宿，由木
头峪村的废弃窑洞改造而成，33间客房依山分布，与自
然完美融合。

木头峪村集特色商业、民俗活动、旅游服务于一体，
开发了枣林生态园、露营帐篷、冬日戏雪乐园等项目。
木头峪古镇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经理马
树玲介绍：“端午假期，景区游客量达到1.4万人次，总收
入28.4万元。”

“我们成功举办了黄河烧烤文化旅游节、夜游古镇

等系列活动，2023年累计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综合收
入达1240余万元。”木头峪镇镇长李韶敏介绍，越来越多
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为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佳县把康养旅游业作
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深挖传统文化资源，并在沿黄
河一线布局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文旅项目。

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

生长环境优、生长期在5年以上、药用价值高是子洲
黄芪的优势所在。

近日，在子洲县双湖峪镇曹硷村黄芪种植基地，种
植户曹天平细心查看黄芪的生长情况。已有20年种植
经验的他说：“现在的黄芪不愁卖！”

这片万亩生态有机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由子洲县
天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以曹硷村为中心，面积
达3.46万亩，辐射带动周边11个村676户1300多人增收

致富。
“我们以‘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式种植优质黄

芪。”子洲县天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阳介绍，
公司还抢抓榆林市支持南部县产业振兴的契机，建设精
细化加工产业链。

“子洲县引进北京同仁堂、华润三九医药等龙头‘链
主’企业，并将这些企业落户在马蹄沟黄芪产业园；成立
黄芪产业联盟；制定子洲黄芪行业规范和标准；打造集
种源培育、标准化种植、品质检测、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百
亿级黄芪产业集群。”子洲县发改科技局局长赵亚龙说。

南部县产业振兴的各项政策为子洲产业发展按下
“快进键”。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购买能繁母牛补助3000元，繁育犊牛回收补2000
元，购置饲草补1000元……”在清涧县老舍窠服务中心
川口村，养殖户黄炳闯喜滋滋地给记者算起自己的“养
牛账”。

2023年，黄炳闯听说政府给农户免费修养殖黑牛的
标准化圈舍，便在清涧万头黑牛（和牛）智慧牧场的帮助
下养了5头母牛。

在黄炳闯的精心照料下，他的牛舍里已经有了11头
牛。“能繁母牛及犊牛由政府兜底购置保险，每头黑牛每
年还有1万元贴息贷款，群众养牛没有后顾之忧！”黄炳
闯说。

“牧场前期‘三通一平’由清涧县政府投资建设。清
涧县出台了6项扶持政策支持农户发展养牛产业。我们
也申请到1800万元南部扶持资金，现在更有信心扩大黑
牛产业链啦！”刘国强告诉记者，今年，牧场将建设牛肉
深加工、冷链等项目，助力清涧黑牛产业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富农强农硕果累累，黄土高原
唱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李旭佳

子洲中欧国际乡村振兴产业园一角。 李旭佳 摄

下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
——榆林加速推进南部县产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