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防火墙” 织密“保护网”——

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三秦时讯

为强化网络订餐监督管理，规范线上线下经
营行为，严厉打击外卖餐饮侵害群众利益乱象，今
年以来，安康市坚持“线上+线下”同向发力，切实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线上”监测，压实平台责任。组织“美团”“饿
了么”等网络平台召开外卖餐饮集中约谈会，通报
外卖餐饮突出问题,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强化平
台责任落实，严把入网商家“准入关”，鼓励平台推
广入网商家使用“餐食封签”，全市累计投放“餐食
封签”约200万张。

“线下”严管，整治突出问题。针对外卖餐饮公
示信息不一致、经营场所脏乱差、食品加工过程不
规范、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差等突出问题，开展拉网
式排查，逢店必入不漏一户。梳理榜单重点查，对
平台内各类食品榜单靠前、销量高的网红外卖、无
堂食外卖,实施重点检查。聚焦投诉突击查，每月
对“12315”投诉举报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就消费投
诉居高不下、差评多的外卖餐饮，实施突击检查。
集中曝光深入查，发布外卖餐饮“红黑榜”“曝光
台”，提升监管威慑力，倒逼外卖餐饮店改善经营条
件，切实保证线上线下餐饮服务同标同质。

李春晖 桂婷婷

安康“线上+线下”
整治餐饮外卖乱象

日前，咸阳市银龄行动暨智慧助老志愿服务
活动在咸阳市秦都区举行。

活动现场，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为
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引导群众科学就医，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咸阳市秦都区部分社区和医疗机构
开展老年人防诈骗、高龄补贴政策宣传等志愿服
务活动；律师事务所、智慧养老服务企业为老年人
提供法律援助及法律咨询，展示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系统和智慧助老设备。

“截至去年底，咸阳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达
到 107.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22.6%。”咸阳市老
年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勇方介绍，为进一步完
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咸阳市先后出台了相关文
件，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奠定制
度基础；营造社会助老良好氛围，开展助老宣传进
社区、进家庭、进广场等活动，帮助老年人树立积
极老龄观，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满足感、安全
感。 张乐佳 赵欣

咸阳开展智慧助老
志愿服务活动

日前，外汇局铜川市分局指导中国农业银行
宜君县支行与辖区内重点商户宜君迎宾馆签订外
币代兑协议，意味着优化县域外币支付环境迈出
关键一步。

自《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
性的意见》发布以来，外汇局铜川市分局积极响应，
对全辖区可兑换外币现钞的机构网点等进行梳理，
积极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合理布点，并在外汇服务
较为薄弱的县域，指导中国农业银行宜君县支行与
宜君迎宾馆经过沟通筹备、签订外币代兑协议、培
训从业人员等一系列程序，最终促成全市首家外币
代兑点落地启用。目前这家外币代兑点能兑换美
元、港币、日元、欧元等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境外个
人兑入外币现钞每人每日不得超过等值1万元人
民币且每年不得超过等值5万元人民币。

通过外币代兑点的设立，进一步提升县域金
融外汇服务的便利性。下一步，外汇局铜川市分局
将进一步优化辖区内度假区、旅游区和星级酒店等
重点区域的外币兑换服务环境，为外籍来华人员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外汇金融服务。 李屺阳

铜川首家县域
外币代兑点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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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近年来，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
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网络安全工作体
制机制日益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加
快推进，为维护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提供了坚实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
管制度”等一系列新任务新要求，为新时代网络安全
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治网之道，法治为上——

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领域顶层设计加快推进。
颁布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出台《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

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规章政策，制定实
施《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互
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等办法规定。

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安全管理、个
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审查、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等
一批重要制度，发布 380余项网络安全领域国家标
准，基本构建起网络安全政策法规体系的“四梁八
柱”。

强网之道，人才为重——

2024年 1月，新一期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
范项目高校名单公布，16所高校入选。

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自 2017年实
施以来，通过建立健全网络安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成为我
国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生动注脚。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近年
来，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加快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进程。

2016年，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推动开展网络安全学
科专业和院系建设，创新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90余所高校设立网络安全学院，200
余所高校设立网络安全本科专业。

以人才为先机、以产业为抓手，各地创新打造网
络安全高地。

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
一批网络安全学院和网络安全企业整体入驻、落户；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福州）基地探索“政产融
学研用”六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国家
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北京
市海淀区着力打造网络安全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创
新区域网络安全“急救+会诊+体检”等公共服务模
式；陕西西安雁塔区组建网络安全创新联合体，打造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和创新高地……

我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进程不断加快，技术能
力稳步提高，产业体系快速发展，人才培养、技术创
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安网之道，人民为本——

互联网通达亿万群众，连接党心民心。
从深入开展邮政快递、房地产等重点行业领域

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检查，到持续推进汽
车数据安全合规专项工作，再到深化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个
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
动……一系列务实举措，有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自2014年以来，我国连续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
络安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让“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网络无边，安全有界。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网络安全“防火墙”愈加牢固、“保护网”越织越密，亿
万民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王思北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财政厅获悉，
2024年陕西省制定脱贫地区零工市场
改造提升项目评审方案和标准并安排
资金700万元，用于部分脱贫地区开展
零工市场改造提升。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规范化零工
市场68个，建成零工驿站56个。零工
市场（驿站）日均求职约1.8万人次，成
交量 9000 余人，求职人员日均报酬
150-300元，全年可实现零工人员增收
超3亿元。

当前，陕西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积
极开展零工市场建设工作。坚持线上
线下同步发力，开展特色化的灵活就业
专项服务活动，各地零工市场每月举办
不少于1场（次）招聘会，按需现场提供
零工岗位。依托“秦云就业”服务系统，
开设零工服务专区，西安、宝鸡、渭南、
汉中、铜川等地积极开发零工服务微信
小程序、App 和抖音零工直播带岗账
号，常态化发布各类岗位信息。

此前，陕西省财政厅会同省发改
委、省人社厅在2023年9月至12月先后赴部分兄弟省市
和省内市县开展实地调研，面向零工群体开展问卷调研，
通过专家评审、调研座谈，摸排各地零工市场建设需求，
起草制定了陕西省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方案，明确提出
全省各县（市、区）至少建成1个规范化零工市场，实现县
（市、区）全覆盖，并将零工市场建设向有需求的街道（乡
镇）、社区（行政村）延伸，每县配套建设2个零工驿站，预
计将建成零工市场 112个，零工驿站 224个，届时将极大
提升陕西省就业公共服务水平。

近年来，陕西省坚持零工市场公益属性，推动基本就
业服务均等化、重点群体服务精准化、服务主体多元化，
促进零工市场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下一步，陕西省财政厅将进一步发挥财政保障职能，
积极配合人社部门修订完善全省零工市场建设相关政策
措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支持零工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努力为健全陕西省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贡献财政力量。

刘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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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陕西经济发
展实现历史性飞跃，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水平
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

经济总量接连跨越。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经济
总量实现从十亿元到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再到3万
亿元的历史性突破；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2.85
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3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2.7%，占比较1952年提高0.8个百分点。陕西一年创
造的生产总值从十亿元到百亿元用了29年，从百亿元
到千亿元用了14年，从千亿元到万亿元用了16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7年陕西经济总量迈上2万亿元
台阶，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6年；2021年突破3
万亿元，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仅用了4年。

人均水平大幅跃升。1952年陕西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仅85元，1978年不足300元，1988年跨过千
元台阶，2005年迈上万元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快速提高，2013年、2017年、
2018年、2021年分别跨越 4万元、5万元、6万元、7
万元大关；2023年达到85448元，实现历史性突破；
1979 年至 2023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8个百分点。

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
财政总收入不足 1 亿元，1978 年仅为 19.76 亿元，
199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百亿元，2011年跨
越千亿元大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快速增长，2017 年跨越 2000 亿元，2022 年跨
越3000亿元，2023年达到3437.6亿元，占全国的比

重由1978年的2.1%提高到2.9%。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95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达 65.4%。随着工业化建
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迅速提高，1970年第二产业
占比达到 43.6%，产业结构实现从“一二三”向“二
一三”的转变，工业主导型经济逐渐形成。2019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23年三次
产业占比分别为7.8%、47.6%和44.6%，经济增长方
式由二产主导转变为二三产业协同驱动。

非公经济彰显活力。1997年，全省非公有制
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26.7%，
2000年占比突破 40%，2011年突破 50%，2023年占
比 50.5%。连续 13年非公经济占据全省经济的半
壁江山，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 苏怡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75周年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陕西区域发
展各具特色，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实
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协同发展作用显
现。分三大区域来看，关中、陕北、陕南经济总量
分别从 1952年的 8.23亿元、1.16亿元、4.68亿元起
步，1978年分别达到58.61亿元、7.02亿元、17.05亿
元，2012 年分别达到 8411.68 亿元、3863.78 亿元、
1604.05 亿 元 ，2023 年 分 别 为 20330.09 亿 元 、
9371.68亿元、3947.75亿元。

区域经济实力均实现突破性增长。关中地区

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从 1952年的 58.5%上升到 1978
年的70.9%，随后波动下降到2012年的60.6%，2023
年为60.4%。改革开放前，陕北地区占全省经济的
比重稳定，1952年为 8.2%，1978年为 8.5%，受 2000
年后能源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经济实力迅速提
升，2012年达到27.8%，2023年为27.9%。陕南地区
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2023年经济总量较 1978
年、2012年分别提升了231.5倍、2.5倍。

产业结构各具特色，三次产业优化明显。从产
业结构看，关中地区一产占 GDP 比重平稳下降，
2023年降至7.3%；二产占比先上升后下降，2013年
达到50.2%，后逐步下降至2023年的39.5%；三产占

比呈现波浪式提升，从1993年最低值36.5%逐步提
高至2023年的53.2%，三产占比超过二产13.7个百
分点，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三、一”转型为“三、
二、一”模式，优化明显。陕北地区一产占比明显下
降，与1992年相比，2023年一产占比下降28.0个百
分点，二产提升36.8个百分点，三产下降8.8个百分
点，产业结构由1992年的33.9∶32.6∶33.5“三次产业
相对平均”模式演变为显著的5.9∶69.5∶24.6“二、三、
一”模式。陕南地区一产占比明显下降，与1992年
相比，2023年一产占比下降23.1个百分点，二产、三
产占比分别提升 3.3、19.9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

“一、二、三”模式演变为“三、二、一”模式。 苏怡

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9月9-15日，以“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
题的2024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通
过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助
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
技能提升。

记者 9月 7日获悉，随着中秋假期、“十一”黄金
周的临近，民航市场将再次迎来小高峰。针对旅客
假期出行需求变化，继 9月 3日新开西安-信阳-厦
门航线后，海航航空集团旗下长安航空进一步优化
航线网络编排，将于下周起再开通西安—沈阳、西
安—大连、西安—日照—长春、西安—惠州—海口、
西安—潍坊—长春五条航线，同时继续执飞西安至
海口、三亚、喀什、宁波等国内热门航线以及西安直
飞泰国普吉岛国际航线，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新开航线中，西安-沈阳航线航班号为9H8367/
9H8368，班期为每天一班；西安-大连航线航班号为

9H8309/9H8310，班期为每周一、三、五、七；西安-
日照-长春航线航班号为 9H8381/9H8382，班期为
每周一、三、五、七；西安-惠州-海口航线航班号为
9H8341/9H8342，班期为每周二、四、六；西安-潍
坊-长春航线航班号为 9H8383/9H8384，班期为每
周二、四、六。旅客现可通过长安航空官网、微信小
程序以及其他授权渠道订购机票。

据悉，今年暑运已于8月31日正式结束，但目前高
校开学、新生入学等旅客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日均航班
量、旅客运输量、客座率等继续保持高位，叠加近期台
风等不利天气影响，长安航空继续按照“暑运模式”开

展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运行标准，
严密防范风险隐患，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高效开展决策
会商，制定完善的航班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全力做好
航班正常和服务工作协同，确保航班安全平稳运行。

“双节”即将到来，长安航空将一方面通过主题
航班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一方面将继续聚焦旅
客关切，重点关注特殊旅客、首乘旅客需求，持续打
磨服务细节、提升服务品质，为旅客办实事、办好
事。同时提示旅客，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航班、天
气、地面交通等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到达候机
楼办理乘机手续。 冯晓瑞

优化航线网络 服务“双节”出行

长安航空开通西安至沈阳、大连等五条航线

近日，在临潼区一家
石榴种植园内，硕大的石
榴挂满枝头，红彤彤的石
榴在碧绿枝叶下显得格外
耀眼，管护人员正忙碌着
查看长势，修剪枝苗，信心
满满地迎接丰收季到来。
图为果农正在为石榴树修
枝。 郝钟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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