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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粮食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最高

用“睦邻密盒”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 记者 白瑶

遇 到 难 事 烦 心 事 想 要 寻 求 帮 助 ，

却不好意思当面告诉别人，这时该怎么办？

西安市雁塔区杜城街道社工站给出了

答案。

走进社工站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头戴小圆帽、张着“大嘴巴”、身高

1.2米、外形酷似老式邮筒的红色柱体“睦

邻密盒”。这两年，正是靠着它，居民难以

言说的心事、困扰生活的难事、许下的

小心愿被社工们一一解决和实现，它已成

为居民与社工之间的“秘密”联络站。

去年 5月，为进一步拓展社会救助对

象发现、救助、跟进服务效能，雁塔区民

政局联合杜城街道社工站、西安市和义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建立了全市首个交互式社

会救助社工服务项目“睦邻密盒”，鼓励

群众将“心里话”“困难事”“微心愿”以信

件形式投进“密盒”，社工们定期查看信

件，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对于群众投进的信件，社工站设置了

“红黄蓝”三色回应处理机制，一户一档，

按轻重缓急分盒存档。红色代表个案，

需要链接相关资源，尽快帮助解决；黄色

代 表用小组或社区活动的方式，通过

联 动 社会机构，组织活动增强居民社会

融合度；蓝色代表后续需要持续关注，开展

动态监测。

今年 66 岁的杨女士家中有 5 口人，

大女儿是残疾人，两个孙子正在上学，日

常开销的重担落在了待业的小女儿肩上，杨

女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年 1 月底，

看到社区摆放的“睦邻密盒”后，杨女士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让小女儿投了一封信。

很快，这封信收到了回音。

“收到信后，首先入户走访了解情况，

然后分析求助内容，给出不同的处理办

法。比如大女儿残疾问题属于红色案

例，为她申请了救助金，小女儿待业问题

属于黄色案例，我们联络了职业培训机构，

帮她尽快找到工作，缓解家庭困境。”杜城街

道社工站驻站社工赵彩荧说。

“睦邻密盒”的能量还体现在居民刘

先生身上。刘先生身患尿毒症，无法继

续工作，治疗费用全靠为数不多的积蓄和

73岁父亲捡废品凑钱。

得知“睦邻密盒”设立后，刘先生投入

了一份求助信。社工们为刘先生申请了低

保，还在端午节、元宵节等节日上门开

展心理辅导、打扫卫生等探访慰问活动，帮助

刘先生一家共渡难关。

此外，信件中不乏一些小朋友的“微

心愿”。今年上二年级的童童（化名）在信

中提到想当一名画家，社工们便送去了彩笔，

鼓励童童坚持梦想。得知童童的父母因

身体原因无力抚养孩子后，社工站及时上

报情 况，将童童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后续在生活照料、教育引导、安全保

障等方面提供服务。

为进一步发挥“睦邻密盒”作用，杜城

街 道 在 辖 区 24 个 社 区 中 陆 续 开 设 了

“睦邻mini盒”，鼓励更多居民用信件形式

讲心事、诉难题、说心愿，一桩桩居民与

社工之间的暖心故事在各个社区上演。

想组建合唱队又缺乏自信的歌唱爱

好者王大爷借助“睦邻 mini 盒”，在 融

创宸院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组建了

社 区 合 唱 队 ；省 直 机 关 三 爻 社 区 通 过

“睦邻mini盒”了解到独居老人希望融入

社区生活，推出了活力老人带动独 居

老 人参与社区活动的模式 ；书香林苑

社区借助“睦邻mini盒”了解到社区儿童

暑假无人看管的情况，社工们及时链接资

源 ，开 设 七 彩 暑 假 培 训 班 ，提 供 儿 童

看管服务……

与“睦邻密盒”不同的是，“睦邻mini盒”

高仅 60 厘米，更易于社工们带着“密盒”

敲门入户，收集不方便出行的特殊群体的

心愿。

书香林苑社区残疾人生活必需品短

缺情况，就是社工们带着“密盒”敲门入

户时得知的。年初，书香林苑社区社工

张静带着“密盒”来到一户残疾人家庭，户主

双 腿 截 肢，生活无法自理，急需纸尿裤

等生活必需品。社工们立马链接相关资

源，帮助其解决生活必需品短缺问题，后

续又多次上门慰问，及时掌握这户家庭的

所期所盼。

秘密传递，温暖涌动。截至目前，

“睦邻密盒”“睦邻 mini 盒”共收到 574 封

信，问题解决率在90%以上，群众对这一特

殊的社会救助形式好评连连。

究其原因，除了社工们的用心帮扶外，

尊重受助者隐私是关键。在“睦邻密盒”

“睦邻mini盒”的筒身上“请您放心，我们全

程保密”的字样尤为显眼。

“保密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在处

理信件的过程中会严格保护当事人的

隐私，坚 决 不 透 露 任 何 信 息 ，还 会 对

处 理 过 的 信 件进行封存，防止外泄。”

赵彩荧说。

为更好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杜

城街道社工站还积极链接社会帮扶资

源，引导 19 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

作，吸引爱心企业加入，为困难群众提供

定向帮扶。

“ 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基层参

与社会服务和救助工作，让‘睦邻密盒’的

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大。”赵彩荧表示，未

来，社工站将继续发挥好“睦邻密盒”的作

用，打开群众心扉、了解群众需求，创新工

作形式、引入更多服务，真正搭建起为民服

务“连心桥”，让“睦邻密盒”成为群众身边

的知心朋友，为更多困难群众提供更加

精准的社会服务。

居民正在向“睦邻mini盒”投信 受访者供图

秦派板胡艺术
展演开幕式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杨小妹 记者 赵婧）为弘扬民族

文化、彰显秦派板胡独特艺术魅力，12月28日，秦派板胡艺术展演

开幕式音乐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场举行。

陕西板胡学会创立于 1984 年 10 月。学会最初发起人之一、

著名文艺家雷达表示，板胡是我国秦腔等梆子腔的主要伴奏

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1949年由张长城首次以独奏形式搬上

舞台，并于上世纪 50年代两次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此后，以“艺术板胡”形式与“伴奏板胡”并

存发展，演奏技巧得到充分发挥。

本 次 音 乐 会 除 演 奏 经 典 秦 腔 板 胡 音 乐 外 ，还 首 次 全 景

展现了碗碗腔、弦板腔、长安道情等多地特色板胡音乐。据悉，

明年 3月起，陕西板胡学会将开启全省巡回演出之旅，并举办

《秦韵飞扬》展演赛事。

本报讯 （记者 赵婧）“去年秋播

以来，陕西粮食播种面积 4547.82 万亩、

总产 1352.29 万吨、单产 297.35 公斤/亩，

粮食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最高。”12月27日，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任步学在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任步学表示，陕西始终把保障粮食

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坚持“稳面积、提单产”

两手发力、“五良协同”引领、“三大稳产

高 产 模 式 ”示 范 ，狠 抓 关 键 措 施 落 实

落地，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安全

根 基 进 一 步 夯 实 ，为 全 省 高 质 量 发 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

围绕增产目标，陕西分区域明确技术

路径，因地制宜推广关键增产技术模式。

其中，关中灌区小麦—玉米推广一年两季

“吨半田”模式。阎良区武屯街道杨居村

夏玉米亩产首次突破 900公斤、小麦亩产

761.97公斤，创造了全省500亩以上大面积

连片小麦—玉米“吨半田”两料单产新纪录。

渭北陕北地区春玉米推广“一季吨粮”模

式。2024年 10月，靖边县阳光村 500亩春

玉米水肥一体化种植示范田亩产达到

1228.1公斤；陕南稻油轮作区推广“1253”
模式，2024年汉中市推广稻油轮作“1253”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10.15万亩，平均亩产水

稻709.2公斤、油菜206.9公斤。

与此同时，陕西把增产重心放在大面

积提高单产上，制定行动方案、《分区技术

模式》和《良种推荐手册》，引导区域农机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加快小麦宽幅沟播、玉米

增密度等指夹式、气力式高性能机型升级

换代，全年新增各类高性能播种机 5475
台。通过主产区整建制推进、优势区吨粮

镇村创建、面上“百千万”高产示范三个

梯次推进单产提升，落实中省专项资金10.63
亿元，累计推广小麦宽幅沟播“3335”、玉米

增密度“5335”等高产集成技术1793.6万亩，

带动全省粮食单产增加1.86%。

此外，陕西还紧盯农时，主动入位，

制定田间管理技术方案，成立专家指导组，

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服务。据了解，2024年，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干部、技术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扎实开展指导服务，持续推进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建立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 87 个，全年累计发布技术

指导意见 148 期，开展培训观摩会 191 场

（次），印发技术宣传资料 25.6万份，培训

农民 2.6 万人次；与气象、水利、应急等

部门密切联动，全年发布预警信息110余期；

指导种植户做好灾害防御，及时派出技术

指导组做好减灾救灾工作，落实中央和

省级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2.49 亿元，有效

减轻了灾害影响。

“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守住

4500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底线。”任步学

表示，下一步，陕西将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契机，持续用力推进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扛稳扛牢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12月27日，记者从西

安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

来，西安市不断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稳步推进

地下水污染防治，全市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总

体保 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国 家

考核目标要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得到有

效保障，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

黑臭水体整治，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全面管控土壤污染风险

为深入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西安市完成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实施分类管理，持续加

大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力度；开展耕地周边涉镉等

重金属污染源排查整治，督促全市现有的 1家涉镉

企业完成污染源整治；全面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

属污染溯源，组织 6 个区县开展农用地土壤重金

属污染成因排查并积极推动治理。

为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西安市以用

途变更为“一住两公”（即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

地）地块为重点，严格落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

制度，“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 1096块重点建设用

地 土 壤 污 染 状 况 调 查 评 估 ；加 强关闭搬迁企业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关停

地块和注销撤销排污许可企业用地排查，将 15个

地块纳入优先监管清单，通过采取制度管控、工程

措施等有效阻断土壤污染扩散。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惠军民表示，西安

将持续开展耕地周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

排查和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源排查整治，加

快完成第一批 6 个区县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 染 溯

源；加 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严格执行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防新增污染；持续加强污染

地块风险管控的联动监管，完善优先监管地块清

单，督促使用权人落实管控、重点监测等措施，保

障人民群众“住得安心”。

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在加强地下水污染源源头防治方面，西安完成 501座加油站

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从源头杜绝油罐渗漏可能产生的地下

水环境隐患；针对可能存在的地下水污染风险，开展泾河工业园

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目前正在实施；实行土 壤和

地下水一体防治，协同推进土壤重点监管单位落实地下水污染

防治措施。

为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管理，西安持续开展地下水环境

状况调查评估，先后完成典型行业企业及周边土壤、地下水污染

状况调查等地下水环境基础信息调查、采集工作，完成西安市

（含西咸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工作，对全市地下水

环境实施分区管理；启动全市地下水环境质量V类国考点位详细

调查与水质达标或保持（改善）项目，对 11个地下水国考点位水

质及周边环境状况开展调查评估，目前全市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

惠军民表示，西安将持续开展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排查整治，

以加油站、垃圾填埋场、泾河工业园区为重点，组织区县定期开展

排查整治，严防地下水新增污染。同时，强化地下水型饮用水

水源保护，采取加强水源保护针对性措施，优先保护地下水型饮

用水水源，确保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

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在推进农村污水治理方面，西安综合运用“纳管、集中、分散、

资源化利用”等模式开展污水治理或管控；制定印发《关于学习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通知》，进一步

完善治理机制，强化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推动治理效益提升。

围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治理，西安组织区县“一水一策”因

地制宜制定整治方案，督促区县建立巡查检查制度、加强污染治

理设施管护、定期开展评估、加大村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力度，巩

固全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督指导，西安制定印发了《西安市“十

四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指导 10个区县、开发区完成县级

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建立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基础信息台账，

积极推动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91.23%，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惠军民表示，西安将聚焦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农村黑臭水体返黑返臭等问题，督促指导相关区县加快

整改，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常态化开展已完成治理的农

村黑臭水体效果评估，对返黑返臭水体分析问题原因，督促指导各

区县、开发区及时整改，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长制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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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12 月

27日，西安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军社通报

全市“个转企”有关情况。

为助力个体工商户提质增效，今年

4月，西安出台《扶持“个转企”若干措施》，

从立档建库、孵化培育、登记审批、减税

降费等 10 个方面，扶持经营状况较好、

信 誉较高、潜力较大的个体 工 商 户 转

型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为“小升规”提供

后备力量。

张军社说，扶持政策出台以来，广大

个体工商户积极响应、踊跃转企。截至

11 月底，全市建成了 4456 户的“个转企”

培育库，帮助 1210 户规模较大的个体工

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在登记审批方面，西安市推行“个转

企”全程帮办，提供“个转企”登记审批集

成化服务、一站式服务，有序推动“个转

企一件事一次办”；允许个体工商户转型

后沿用原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银行对

公账号，保留原有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

特点，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经营特色；继续

在原址经营的转型企业，免于提交住所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文件；需办理许可

证到期换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权属转

移、房屋和车辆所有权更名等事项的转

型企业，持“个转企”相关材料快速办理

相关变更，办理“个转企”过程不产生费

用、不增添麻烦。

在转型扶持方面，通过兑现税费减

免、支持转型升级、加强金融服务等扶持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对转型企

业及时给予用工和培训补贴、开展“订单式”

培训、邀请专家指导等，帮助转型企业解

决用工问题。通过便利动产抵押手续、

推广惠企信贷产品、实施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等方式，为转型企业提供多渠道融

资支持，今年以来，累计为个体工商户和

小微企业提供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740.36
亿元。

在奖励补贴方面，西安出台“个转企”

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个

转企”奖励补贴发放标准、条件和申报程

序，依据相关政策要求，采取事后奖补方

式，为符合条件的转型企业发放代账补

贴、租金补贴以及一次性10万元奖励。

在 孵 化 培 育 方 面 ，西 安 建 立 转 型

企业后续发展状况跟踪监测机制，根据

企业实际和发展需求，推动行业主管部

门出台“一企一策”支持措施，解决经营

困 难 。 同 时 ，按 照 不 同 行 业 后 续 发 展

需 求，针对性开展消费放心创建、特色

品牌培育、质量品牌建设活动，推动转型

企业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提升自身市场

竞争力。

张军社表示，2025 年，西安将继续

加大“个转企”《奖补资金发放实施细则》

宣传力度，细化申报指南，为符合条件的

转型企业及时足额兑现奖补资金，切实

把扶持政策落到实处；选树一批“个转

企”典型，给予融资、用工等方面支持；

针对转型企业发展需求，加大企业管理

培训力度，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作用，缓解小微企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

会同商务、工信、科技等行业部门，及时

衔接享受“升规上限纳统”各项扶持措

施，扶持转型企业持续发展、提档升级。

截至11月底
西安1210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

陕西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夯实安全根基

西安市雁塔区民政局联合杜城街道社工站、西安市和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建立全市首个交互式社会救助社工服务项目“睦邻密盒”，鼓励社区居民用信件
形式讲心事、诉难题、说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