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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

理念。在这里，新老朋友相聚、多彩文化汇聚，奏响

“美美与共”的大合唱。

漫步进博会场馆，从印象派的油画到张大千的泼

墨泼彩，从秘鲁的羊驼玩偶到津巴布韦的长颈鹿木雕，

中外文化的元素和符号，遍布“四叶草”每个角落。

在尼泊尔展台，摆放着不少与当地文化有关的唐

卡等。曾在中国读书多年的尼泊尔小伙沙霖达，操着

一口熟练的汉语，向观众介绍展品。“让大家进一步了

解尼泊尔的文化，才是我们此行的目标。”沙霖达说。

除了主展区，本届进博会还在“四叶草”正中心的

圆形广场设置了文化公益演出舞台，近50场来自新西兰、

斐济以及国内8个省市和港澳地区的传统舞蹈和特色

歌曲、戏曲在这里精彩呈现。

“开放不仅仅意味着消除贸易壁垒、鼓励投资，还

意味着接纳新观点、接受新思想，敞开心扉进行文化交

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说。

在“四叶草”这一文化交流的平台，不同肤色、语言

的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感受“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在携手合作中共创美好未来。

（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记者潘洁、姚玉洁、魏弘毅、
周蕊、王默玲、杨有宗、龚雯）

叫响陕西旅游形象 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 记者 李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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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全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演练在商洛举行

本报讯（实习记者 寇静 记者 王斌）11月8日，

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 2023 年陕西省突发重大

动物疫情应急演练在商洛市洛南县举行。

举办此次应急演练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突发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

强化应急储备，健全应急机制，切实保障全省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应急演练假定洛南县某养殖

场家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洛南县重大动物

疫情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组成10支演练队伍，

按照疫情报告与先期处置、应急响应与应急处置、

应急响应终止与善后处置 3 个科目进行现场演

练。此次演练内容严谨科学、流程标准规范、协作

明确有序、队伍精神抖擞，充分展现了全省突发重

大动物疫情应急队伍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优良的

队伍作风和规范的职业素养，达到了以“演”促练、

以“练”筑防的效果，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和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领导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

——委员建言加强我省全域旅游形象宣传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西安市长安区和美乡村建设走笔

□ 杨洋 整理

【新闻回放】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修订印

发了《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办法》鼓

励职业学校与企事业单位互聘兼职，推动职业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在人才培养、带徒传技、技

术创新、科研攻关、课题研究、项目推进、成果

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网友观点：近年来，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为职校发展带来了难

得的机遇。好政策要想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还需各方做好细致的落实工作。期待“兼

职教师进职校”这一利好政策，能让越来越多

的社会工匠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展身手。

网友观点：职业学校需要从思想上和行动

上将兼职教师视为“自家人”，充分调动和发挥

兼职教师主观能动性，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助力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兼职教师

的自身发展和成长。

“长安区山水相依、田园相生，为乡

村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生态和区位优势；

城乡交融、发展不平衡，也为乡村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11月3日，长安区委

副书记王韬在西安市“走进和美乡村”

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中如是说。

活动当天，来自中央和省市媒体

的近 40 名记者深入长安区广大乡村，

真切感受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丰硕成

果，探寻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

的蝶变密码。

现代园区展现农业魅力

粒粒饱满、晶莹剔透、芳香醉人……

近年来，葡萄产业已成为长安区农业发

展的一张亮丽名片。如何壮大延伸葡

萄产业链，也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

一道新课题。

当日上午，记者走进长安区“太阳

葡萄小镇”现代农业园区，发现这里不

仅建有近千亩的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

还建设了葡萄酒生产加工厂、丝绸之路

及葡萄酒文化体验馆、亲子和中小学生

研学教育基地以及河道生态恢复等农

业配套项目，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现

代城郊农业的魅力。

“通过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文化、

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年

接待游客已达 10 余万人。”据园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太阳葡萄小镇”现代农业

园区是长安区引镇街道南寨西村招商

引资项目，如今，南寨西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已分别与农户、公司签订协议，努

力探索“企业+农村+农民”共同发展模

式，带动100余名周边群众在园区就业，

实现了村民“家门口就业”和“强村富

民”目标。

以花为媒推动“美丽经济”

以花为媒、以花兴农。近年来，

长安区因地制宜推进花卉产业快速发

展，形成了“美丽经济”创新发展的产业

格局。2022年，全区花卉产业综合产值

达到13.5亿元，从业人员达万余人。

“老铁们要注意了，多肉喜欢疏松、

透气、肥沃的土壤，可以在培养土中掺

入一些河沙，增加土壤的透气性……”

在长安区秦岭花世界智能温室生产区，

工人们正忙着搬运、整理花卉；而在与生

产区一墙之隔的花卉直播中心，几位主

播正熟稔地在镜头前为消费者讲解养花

技巧。

“目前，园区已累计完成投资2.5亿

元，先后打造了组培研发区、智能温室

生产区、展示销售区、大田花卉苗木区、

休闲观光区共五大功能区。去年接待

游客200万人，销售额达15亿元。”据长

安区秦岭花世界经理杨凯介绍，通过现

代农业园区的辐射带动，园区花卉生产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52家，

带动发展花卉生产种植大户 160 余户，

推动了农民工向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转

型升级。

用文化艺术点亮美丽乡村

“我叫安安，他是我的老公大力。

我俩都很喜欢玩具，大学毕业后，就尝

试开了一家以我们名字命名的原创玩

具小店。”在长安区黄良文化艺术街区，

记者看到了一群像安安和大力这样怀

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

玩具店、咖啡馆、艺术工作室……

在位于黄良街道黄良新村的黄良文化

艺术街区，极富文化品位的小店鳞次

栉比。近年来，黄良文化艺术街区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通过网络媒体

发布村内闲置宅基地出租信息，发展

起餐饮、娱乐、民宿、休闲等业态，吸引

了三四十名具有乡土情怀的年轻“新

村民”扎根乡村，为艺术街区发展注入

新活力。

“目前，街区已入驻 16 家品牌，把

文化艺术融入乡土，既点亮了乡村，

也有效盘活了乡村‘沉睡’资源。”据

黄良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永介绍，

街区的发展既带动了本村年轻人回

流，也极大提升了村民的文化认知和

理念，构成了一幅热爱乡村生活又极

富趣味的“新村民”和世代生活的“老

村民”和谐相处的美丽画面。

□ 记者 赵婧

双“11”来了！作为网上购物体验的

重要一环，快递物流也迎来全年服务保

障的关键期。11月9日，记者走进中国邮

政西安邮区中心，对今年双“11”快递服

务保障情况一探究竟。

早10时，在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的

邮件处理中心，2.4万平方米的分拣场地

上机器轰鸣，各种分拣设备正加足马力

高速运转，现场的数字化看板上实时显

示着当日装卸车、开拆量、人员进场等详

细情况。

西安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

强宗仁介绍，西安邮区中心共有三大邮

件处理场地，分别是国际港务区处理中

心、草滩处理中心和航空邮件处理中心。

“11月1日至8日算是今年‘双11’的

第一阶段，其间西安邮区中心陆运快件总

处理量1928.6万件，日均241.1万件，11月

2日达到峰值249.6万件。”强宗仁说。

今年“双 11”，各电商平台纷纷给出

满减、百亿补贴等叠加优惠，并更加注重

简化规则、强化服务。从前期数据看，智

能家电、美妆、运动用品等销售强劲，不

少品牌销量实现同比数倍增长。

交易量大幅增长，物流快递自然也

水涨船高。西安邮区中心副总经理陈鹏

介绍，作为中国邮政全国网运保障重点

节点，西安邮区中心承担了西南、西北地

区邮件经转职能，负责邮区内邮件接发、

分拣、运输、经转任务。“根据前期业务量走势，预估今年

11 月 11 日将迎来第二阶段，日均处理量将达到 220 万

袋件。”

11月1日8时许，西安市民张女士收到了今年第一

个“双 11”快递包裹。“太震惊了，昨晚 10 点多才付的尾

款，今早就到了！”

快递飞奔而来的背后，是快递企业作业效率的大幅

提升和快递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为了应对‘双11’投

寄递高峰，我们根据业务量变化及时调整优化人员排班，

提高人员排班准确度，做好人员培训、落实人员签到，提

升到岗外包熟练工比例。”陈鹏介绍道。

一方面是人员力量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自动化、智

能化分拣的“加持”。为保障处理能力与邮件量相匹配，

西安邮区中心针对不同时段进出转口邮件量的变化情

况，灵活调整港务东区的作业模式，采取“错峰作业”，并

充分挖掘现有分拣设备潜能，发挥“矩阵+小件”设备优

势，着力提升分拣效率。

行走在邮件处理中心，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包

裹从邮车上卸下，直接送上分拣线的自动履带，通过纵横

交错的自动输送线，实现快速分拣；邮车与分拣垛口的直

联、直通，大大提高了装卸车效率。“自动传输带就像高速

公路，系统通过自动扫描邮件信息，快速准确地将邮件送

到不同的出口，再装车发运。”强宗仁说，矩阵分拣系统、

小件分拣机等设备的使用，为快递包裹快速送达消费者

手中持续加速。

“双11”是消费者买买买的狂欢，也是企业扩大销售

的舞台。随着电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陕西本地企业

也通过电商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陕西是农业大省，农产品资源丰富，今年“双11”期

间，正值陕西苹果、柿饼等农产品的销售旺季。“我们向外

发出的产品以农产品、土特产等为主，出口业务量日均

65万件，最高一天接近90万件。”强宗仁介绍说。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快递业务量逐年增加。

据统计，截至10月底，西安邮区中心国际港务区处理中

心和草滩处理中心今年已累计处理邮件6.4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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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唐冰

本报讯（记者 闫智）11月9日，记者从省气象

局获悉，受短波槽东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

10-12日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

10日，陕北大部、秦岭山区和高海拔地区有雨

夹雪或小雪、延安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雪，关中南

部、陕南有小雨或阵雨，关中大部、陕南日平均气

温下降 2℃-4℃。11 日，关中、陕南有小雨，陕南

南部局地有中雨，秦巴山区及高海拔地区雨夹雪

或小雪、局地有中雪，陕北大部、秦岭山区日平均

气温下降 6℃-8℃，关中北部日平均气温下降

2℃-4℃。12日，秦岭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陕南

大部有小雨，陕南南部局地有中雨。

受阴雨天气影响，10-12日我省中南部有雾，

12日清晨秦巴山区部分地方有大雾，能见度较低。

今起我省大部降水降温

陕西文旅资源丰富，关中、陕北、陕南

特色各异，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

化资源丰富多样。如何充分利用我省丰

富的文旅资源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

展，引起了省政协委员、陕西文化产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昌博

的关注。

“在疫情防控全面放开的大背景下，

陕西文旅行业迎来快速复苏。全民出游

热情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积极打造陕

西全域旅游形象成为提升陕西旅游竞争

力的重要策略。”10月22日，孙昌博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疫情之后，陕西尤其是西

安旅游呈“井喷式”增长，以曲江大唐不

夜城为代表的唐文化旅游受到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喜爱。

“除了传统的东西线旅游环线，省内

其他景区旅游形象宣传力度明显不足，

旅游形象打造不足，未能形成全域统一

形象定位和整体传播效果。”在大量翔实

的实地调研基础上，今年省两会上，孙昌博

委员提交了《关于加强陕西省全域旅游

形象宣传的建议》的提案。

据了解，为促进旅游消费和全省旅

游业发展，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先后

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文旅企业应对疫情

恢复发展的意见》《陕西省促进旅游消费

八条措施》等措施，加快文旅产品开发建

设转型升级，促进全省旅游业健康发展。

孙昌博说，全国其他省份全域旅游

形象宣传的成功案例有很多，如“好客山

东”“老家河南”“晋善晋美”等凝练的全

域旅游形象标识，已被全国人民熟知，对

于促进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提高全域旅

游知名度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孙昌博建议，应借鉴兄弟省份的成

功经验，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牵头整

合全省旅游资源，策划提炼陕西全域旅

游形象标识、宣传语、宣传片，通过国家

级平台进行推广，进一步提升我省全域

旅游形象，为实现陕西万亿级文旅产业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高

度重视旅游品牌的打造与宣传，自2018年

以来，全省文旅系统使用“文化陕西”品牌

形象制作了系列宣传片、宣传品，并以此

为主题在境内外举办了多项主题活动、推

介会和展会，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目前，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宣传

投放频次较少，与您提到的‘好客山东’

‘老家河南’等被全国老百姓熟知的成功

宣传案例还有一定差距。未来，我们将

着力构建推广营销新体系，不断扩大陕西

文旅品牌影响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提

案答复函中积极回应委员期盼。

围绕如何不断扩大陕西文旅品牌影

响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答复中表示，将

通过深挖内涵，打造文旅 IP 矩阵；打好

组合拳，优化全媒体宣传格局；聚合资

源，跨圈合作宣传营销，做好全省文旅产

品的营销与展示。积极开展暑期消费

季、金秋旅游节、冰雪温泉季等宣传推广

活动，彰显目的地魅力、提升城市热度，

带动全省艺术、文物、博物馆、非遗、酒店

民宿、乡村旅游、景区游玩、夜间旅游、餐

饮等多业态美誉度及消费收益，推动品

牌赋能升级。

此外，省文化和旅游厅还表示，将充

分发挥西安市辐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

各市独特的旅游资源，推动全省旅游业

全领域、全行业、全链条融合发展，推动

陕西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

“承办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对提案

高度重视，通过电话等方式积极沟通、征

求意见，并分享了推广方案，思路方向明

确，有政策有举措，我对提案答复很满

意。”孙昌博表示，提案意见建议被采纳，

也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履职信心，今后

将着眼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更好地履职尽责。

周末陪同家人来西安旅游的厦门

游客小游深有感触地说，依靠得天独厚

的文化资源禀赋，西安成为历史与现代

完美结合的城市。期待未来的西安不

断深挖本土特色元素，寻找传统与现代

的融合点，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更

多“惊喜”。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璋 记者
樊星）11 月 9 日，渭南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刘刚介绍全市7条

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工作推进

情况。

近年来，渭南市坚持高位谋

划、龙头引领，夯实产业基础、推

动主体共动。全市粮食、生猪、苹

果、蔬菜、乳制品、特色果业、特色

渔业等7条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

前，7 条全产业链产值达 986 亿

元，创建国家级农业全产业链典

型县1个、省级农业全产业链典型

县4个，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

企业48家。

据介绍，预计到2025年，全市

7条全产业链产值力争达到1500

亿元，其中，粮食全产业链产值达

到200亿元（目前166亿元），生猪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亿元（目前

110 亿元），苹果全产业链产值达

到200亿元（目前180亿元），蔬菜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亿元（目前

120 亿元），乳制品全产业链产值

达到300亿元（目前160亿元），特

色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00亿

元（目前240亿元），特色渔业全产

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目前10亿

元）。培育壮大 3 个年产值 10 亿

元以上的“链主”龙头企业。

刘刚表示，下一步，渭南市将

继续聚力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树立典型抓好示范，内引外

联做大龙头，宣传推介培育品牌，

全力推进全产业链延链、补链、壮

链、强链，加快由农业大市向农业

强市转变。

渭南7条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986亿元
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48家

在第32个全国消防宣传日来临之际，11月

8日，西安市金地西沣公元二期社区联合金地

物业、金地幼儿园举行消防安全演练活动。通

过火情发生后组织人员迅速撤离演练、讲解灭

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步骤、示范操作要领

等，切实提升了社区群众和孩子们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逃生自救技能。

记者 张涵博 通讯员 董晶 摄影报道

关注消防 安全“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