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杜静波）12月 5日，省高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全省法院“陕亮执行·

2024”专项执行行动的开展情况及全省公、检、法

机关联合开展打击拒执犯罪情况。

据悉，从今年5月开始，省高院在全省范围内部

署开展“陕亮执行·2024”专项执行行动，聚焦

涉民生、涉金融、涉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务等

执行案件进行集中攻坚。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

法院共执结案件14.05万件，执行到位金额504亿

余元，罚款 193.64 万元，拘留、拘传 11338 人次，

采取限制高消费和失信惩戒措施91420人次。

加大执行力度，全力推进案件依法执结。围绕

执行过程中查找被执行人难、查找被执行人财产难

等问题，省高院分别与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等联动部门建立关于不动产、车辆等

执行查控的协作机制。全省各级法院依法适用

罚款、拘留、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

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严厉惩治拒执违法行为。

强化交叉执行，推进破解干扰执行难题。

省高院全面规范并加强日常调度、督办指导以及

交叉执行案件的动态管理，截至 2024年 11月底，

全省法院共交叉执行案件4143件，已执结或取得

实质进展案件 2578件，占比 62.23%，交叉执行案

件执行到位金额32.11亿元。

推进终本出清，全力促进胜诉权益实现。

省高院制定《“终本出清”专项行动方案》，通过组

建终本团队、定期查询终本案件、及时核查当事人

提供的财产线索等措施，实现终本案件清底数、去

存量、控增量。今年以来，共出清案件41783件。

严厉打击拒执犯罪，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

义务。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通告，

从今年9月起，在全省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打

击拒执犯罪专项行动。截止到10月底，全省法院移

送拒执犯罪线索115案121人，目前已判处7案7人。

“陕亮执行·2024”专项执行执结案件逾14万件

三秦动态特色产业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第五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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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基 础 和

关键。近年来，我省各地依托自身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资源特色，大力培育新品种，发展特色

产业，延伸产业链，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地里刨出“金蛋蛋”

“我们的红薯田就在无定河边，浇水很

方便，今年种植的13亩红薯能卖10万余元。”

近日，榆林市绥德县崔家湾镇苏家圪凸村村民

苏卫雄告诉记者。

近年来，绥德县聘请多位高校专家进行

科学试验，繁育出适合陕北黄土高原沙地种植

的品种“绥薯1号”。经种植实践，“绥薯1号”

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被农业

农村部认证登记为甘薯类新品种。目前，“绥薯

1号”在绥德县栽植面积达 5万余亩，年产量

10万余吨，年收益近4亿元。

刘治国是崔家湾镇沙地红薯产业的开拓者。

早在2010年，他就借助当地地理优势，创办了

陕西绿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扩大

红薯产业规模，他逐步把公司转型为以红薯

全产业链发展为主体的农业技术型企业，并

通过技术改革、宣传引导、示范引领等方式，

改变传统红薯育苗和栽培技术，将红薯种植面积

从过去分散经营的1000多亩，发展到如今集中

种植的 8000多亩，亩产从 400多公斤提升到

2250公斤以上，价格也从每公斤不到2元提升

到10元以上。

为推动红薯产业发展壮大，崔家湾镇率先

在苏家圪凸村建设千亩高标准示范田。同时，

投入 80个育苗大棚、10座应急抽水站，保障

薯苗足额供给和充足灌溉。

同时，绥德县还在崔家湾镇打造“党建＋

红薯＋科技＋销售＋就业”多功能“一站式”

服务平台，建成集科普宣传、产品展示、直播

带货等于一体的红薯产业一体化服务中心，

建立订单式、实体店、“合作社＋农户”等多种销售

模式。

枣林坪镇地处黄河沿岸，拥有上千亩滩地，

松软的沙土非常适宜红薯生长。今年，枣林坪镇

黄河沿岸的村子红薯种植面积达 1200余亩，

预 计总产量 2000 吨左右，可实现经济收入

1000万元。

“今年仅靠种红薯，就让村集体经济收入

突破了10万元。”枣林坪镇副镇长李煜高兴地

说。如今，绥德红薯正从简单粗放种植走向

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种植，初步走出了一条

品牌化、战略化发展路径。下一步，绥德县将

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加快红薯交易市场规划

建设，以本地沙地红薯为主要原料，探索开发

红薯干、粉条、茶等产品，延伸产业链，形成产、

加、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新格局。

树上挂满“致富果”

11月 10日，记者走进位于宝鸡市凤翔区

田家庄镇寺头村的金圣果业专业合作社基地，

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

果香，果农们穿梭在苹果园中采摘、挑选、

搬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今年是个丰收年。我们的商品果产量

达到了40万公斤。”合作社负责人赵建兵高兴

地说。凤翔区是我国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

近年来，凤翔区把苹果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通过引进优良品种、

推广先进技术、加强果园管理等措施，不断

提升苹果的品质和产量。

金圣果业专业合作社园区建于 2015年，

有标准化苹果示范基地 200 亩，既有华硕、

蜜脆、信浓红等中早熟品种，也有瑞雪、瑞阳、

维纳斯黄金等优质晚熟品种。

“我们坚持人工授粉，坐果率能达 95%，

果品商品率达 90%。”赵建兵说。针对高端

消费人群，赵建兵带领合作社创建了自有品牌

“雍鸿圣”，对全区果业生产起到了示范引领

作用，精品果销量很好，深受客商青睐。在

凤翔县第二届农民丰收节苹果评比品鉴大赛

中，金圣果业选送的“华硕”苹果荣获“果王”

金奖，金圣果业被评为宝鸡市优秀农民专业

合作社、市级现代农业园区，还被农业农村部

授予“绿色产品”荣誉称号。

如今，赵建兵的苹果定价最高、卖得最快，

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果业大户，他的合作社

还带动50多人务工增收。在他的带领下，周边

村子的果农也开始认真学习种植技术，苹果

品质、商品率都大大提升。

近年来，凤翔区把苹果产业作为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按照“稳规模、

提品质、降成本、增效益”的发展思路，大力

实施“一稳二改三减四提升”工程，不断延链

补链强链。

截至2023年，全区苹果挂果面积15万亩，

有苹果种植户2800多户、各类经营主体73家，

年产苹果30万吨，产值15亿元，果品区域品牌

价值23.95亿元。

烟农烤出“黄金叶”

“我种了20多年烟了，今年是最省心、收益

最好的一年，纯收入20多万元，明年我要扩大

种植面积。”11月16日，在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

北张村烟农郭建民家，正忙着整理今年交售烟

叶单据的他高兴地说。

家住腰市镇屈村社区的闵侃运，今年

种植的烟叶也喜获丰收，每公斤收购价格在30元

左右，高于往年，这让担忧了一年的闵侃运

舒展了眉头。

“政府很关心我们烟农，帮我们解决烟叶

品种、种植技术、烤烟房扩容等问题，真是把

我们的事放在了心上。”闵侃运说，今年村上

种植的烟叶产量和品质都很高，销路也不愁，

明年大家都打算继续扩种。

烟叶喜获丰收，不仅增加了烟农收入，更为

他们绘制了一幅好“钱”景，激励烟农继续

种植。据腰市镇党委书记周铂介绍，近年来，

镇上依托地理优势，逐年增加烤烟种植面积，

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烤烟种植技术。尝到

甜头后，参与烤烟种植的农户越来越多。如今，

腰市镇烤烟种植规模已达 2000亩，户均收入

达 10万元以上，烤烟产业带动农村闲置人员

50人以上，人均收入达3000元以上。

烟农王霞是腰市镇烤烟产业转型升级的

受益者。她说，新式炉烧省时、省料、省力，烘烤

出来的烟叶质量比原来的好，村上还成立了

烟叶生产专业合作社，从种植到销售全都负责，

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2022年，烟草行业投资 200余万元，累计

在我省修建新能源生物质密集烤房50座，其中

腰市镇25座。同时，腰市镇还从保护基本烟田

抓起，引导乡贤力量参与，指导烟农合作社组建

专业化服务队，助推全镇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今年的烟叶采收烘烤工作已

全部结束，产量约50万公斤，产值1300余万元。”

商洛市烟草公司商州腰市分站站长刘剑说，

下一步，将抓细抓实育苗质量、平衡施肥、规范

移栽等环节，积极帮助烟农解决种植中的

难题，全面促进烤烟产业提质增效。

商州区烤烟种植始于 1996年，经过 28年

的发展，烤烟产业已成为商州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的特色产业之一。商州区为烟农提供政策

扶持、技术培训和市场引导等服务，确保烤烟

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商州区累计种植

烤烟 8 万余亩，销售烟叶 1000 万公斤，实现

烟农收入2.7亿元、烟税收入6000余万元。

“今年的大丰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烤烟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

提升烤烟产业发展水平，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农村繁荣。”商州区特色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张崇荣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 （实习记者 秦瑶 首席记者 李荣）
12月5日，由西安市人民政府、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主办

的第五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据悉，本届数博会为期 3 天，以“数联丝路、

融合创新”为主题，聚焦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实数

深度融合，通过“会＋展＋赛”的形式，为西安乃至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搭建重要的宣传展示和

合作交流平台。展会还通过设置国际友好城市交流

展、出海交流展、创新引领展、数字化转型展、数

字经济发展成果展、科技成果转化交流展，搭建

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供需平台。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国际代表团，以及省市相关部门领导、兄弟城市

相关部门领导、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代表、

高校专家及媒体代表等 700余人参会，共同探讨

数字经济的新趋势、新机遇。

本报讯 （实习记者 秦瑶 首席记者 李荣）
12 月 5 日，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数据局、

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智见未来”数字

文旅创新大赛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启动。大赛

将持续至2025年6月。

本次大赛以“智启文旅，共见未来”为核心

理念，旨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推动

科技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西安数字文旅

产业生态，并辐射全国。大赛设置开放赛道和

“揭榜挂帅”两大赛道，在“揭榜挂帅”赛道中，

西安市将独特的文旅资源作为赛题，聚焦文旅

行业，发挥文旅 IP优势，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

推动AI、XR等前沿科技在文旅数字化转型中的

实际落地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为确保优秀作品得以成功进行商业价值

转换，大赛还设立了金融、生态、高校等领域的多个

专家观察团，为获奖项目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同时

给予跨行业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帮助，助力

项目快速成长和发展，进一步提升西安在数字文旅

行业的创新力与影响力。

首届“智见未来”智慧文旅创新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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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飞白鹭蒹葭飞白鹭 ““湿湿””意漫画廊意漫画廊
——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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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彦伶）12 月 4 日，在

第 39 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由省妇联主办

的“志愿关爱暖三秦 巾帼建功新时代”陕西省巾帼

志愿服务宣讲进社区活动在周至县举行。

活动中，全国道德模范陈若星等 6 名巾帼

志愿者代表围绕基层治理、家风家教、助老爱老等

作了巾帼志愿服务主题宣讲；省巾帼志愿者联合会

爱心妈妈服务队等与周至县六所小学现场结对，

将对学校留守困境儿童开展关爱帮扶；长安

老年大学志愿服务队等10支省、市、县志愿服务队

现场为社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免费

理发等志愿服务。

省妇联举办巾帼志愿服务宣讲进社区活动

冬日的黄洛渭三河交汇处，宁静壮美中透出

几分灵动。湿地上，一簇簇芦苇随风摇曳；芦苇

丛中，几十万只鸟儿在河滩边栖息安家。芦苇白絮

如雪，鸟鸣声声婉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生态

画卷。在母亲河的滋养下，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

保护区正日复一日书写着蓬勃发展的绿色华章。

摸清家底 激发保护新活力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源、调节

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的功能，

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生态基础。

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关中盆地

东端，东界为黄河治导控制线中部的陕西省和山西省

省界，北界韩城宜川界，南界沿渭河中心线，西界

大致以黄河老岸为界，包括韩城、合阳、大荔和

潼关的黄河河道、河漫滩、泛洪平原和黄河、渭河、

洛河的交汇地区，这也是渭南市面积最大的河流

湿地。南北长150余公里，东西宽4～13公里，是

我国黄河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也是

陕西省面积最大的河流湿地。

近年来，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多次奔赴潼关、合阳、大荔、韩城四个县市调研。摸清

黄河湿地资源“家底”，问题靶向定位。2018年以来，

湿地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实施了中央

财政退耕还湿试点项目和中央财政湿地

保护与恢复项目，对退化的湿地

积极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科学修复，维护湿地

生态特征，实现

湿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湿地生态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们会用翅膀投票”。

每年冬天，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会迎来

大批迁徙的候鸟，这些“湿地精灵”或在水面上嬉戏、

觅食，或在滩涂休憩，或在空中漫舞，为湿地增添了

无限生机。这里是内陆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

驿站，是我国中西部保护候鸟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丰富的湿地资源和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使得保护区

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保护区已成为候鸟迁徙

通道上的重要驿站，被誉为“鸟儿的天堂”。

随着渭南市不断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

湿地物种的“朋友圈”种类也在不断增加。根据

2017年科考报告，共有野生动物30目72科222种，

包括两栖爬行类 4目 8科 14种、鸟类 16目 45科

148种、哺乳类5目10科22种、鱼类5目9科38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东方白鹳、黑鹳、

丹顶鹤、大鸨等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大天鹅、鸳鸯、白琵鹭、灰鹤等 18种。2022年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野生脊椎动物增加到 32目

85科354种，种类增加了13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增加 7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增加 27 种，

陕西省重点保护鸟类增加2种。优美的生态环境

引来百鸟栖息安家。

依法治理 增添保护新动力

法治保障对于湿地保护至关重要。《渭南市

湿地保护条例》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渭南市获得地方立法权

后 出 台 的 首 部 实 体 性

法规。《条例》的实施对

进一步

加强渭南市湿地保护工作、保障生态安全、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管理处定期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

作战，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工作，全面

整治清理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结合“双随机一

公开”“利剑”“清风”、“网络市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

等专项行动，对全市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

进行大整治、对市域内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进行大清理，加大巡查巡护力度，让破坏

湿地生态的行为无处遁形。行动过程中，累计出动

车辆737台次、执法人员4884人次，排查人工繁育

单位、经营利用场所、寄递企业和网点等其他场所

2960处，查办野生动物刑事案件12起，打击处理

违法犯罪人员10人。巡查过程中，共收缴野生动物

57只/头，清缴粘网90平方米、猎套225副、猎夹10副，

驱离垂钓人员140余人。向来往车辆、游客发放

宣传单，向群众普及禁捕禁钓、文明观鸟等知识。

通过管理人员巡查巡护、群众反馈、市政12315热线

等线索，共救助伤病野生动物90只/头，有效保障

了野生动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安全。

“过去，一些村民没有保护湿地意识，非法狩猎

等行为时有发生。”提起这两年湿地保护区的生态

变化，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业务科科长郭俊刚十分感慨，经过常年普法宣传，

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明显提高，村民与鸟儿毗邻

而居，昔日的“捕鸟人”变成了“守鸟人”，共同守护

湿地家园。

2024年，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结合黄河流域重要湿地保护治理项目，开展了全

市湿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业务培训、保护区野

生动植物资源调查，修复退化湿地800亩，完善了保

护宣教设施牌，增设了界碑、界桩、

警示牌等设施，为渭南市生态环境的稳定与繁荣

奠定了坚实基础。

协同管理 探索保护新魅力

大河上下，水流涌动；黄河两岸，绿意盎然。

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综合科

科长何冰介绍，每年在“世界湿地日”“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爱鸟周”等节点，管理处都会组织各县

市区林业局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微信

公众号、网络媒体等平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联合

志愿者协会、摄影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湿地

宣教活动，弘扬湿地文化、讲好湿地故事，增强

群众湿地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守护生态、

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保护生物多样性，争当生态小‘渭’士”。在5月

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管理处走进渭南市

实验小学，与70余名师生共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普宣教进课堂活动，鼓励青少年加入保护湿地

和生态环境队伍。为进一步提升公众对湿地保护

重要性的认识，一年来，全市累计举办各类宣传

活动 6次，悬挂横幅 500余条、制作内容丰富的

宣传展板100多块开展户外宣传，同时向公众发放

倡议书、海报、环保布袋以及抽纸盒等宣传资料

（物品），切实有效扩大了宣传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充分彰显了渭南市在湿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所

取得的显著成效，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到

这片土地上珍贵的生态资源。

“湿地与人类生命交织，

希望广大群众树牢爱护湿地的意识。我们将加强

宣传教育和巡护巡查，加大保护力度，把黄河湿地

打造成为渭南市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据了解，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对湿地作为“地球之肾”

“物种基因库”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群众保护湿地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良好氛围,让广大群众化身守护湿地的坚固

堡垒与前沿哨所，管理处定期组织开展生态

培训活动。志愿者手持记录本与手机，认真记录

水位的异常波动、动物的伤病救助情况、非法

闯入者的踪迹等信息，并及时反馈给相关管理

部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行草原森林河流

湖泊湿地休养生息’，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扛牢责任，当好生态卫士，

守护黄河湿地。”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处长许靖晖介绍。管理处每周组织一次

集体政治学习，提升大家的业务素养和履职能力。

同时，以党建引领，通过“三会一课”等方式深入学习

理论知识，依托多种资源开展党性锤炼，形成党建

与业务融合，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万物共生，水清景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将持续

强化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推动黄河湿地人与自然

和 谐 发 展 ，打 造 陕 西

“湿地名片”，让群

众心怀“湿”情

画 意 、共 享

“湿”与远方。

（樊星
程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