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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在西安站和西安北站候车大厅，工作人员声情
并茂、慷慨激昂的讲述赢得在场旅客阵阵热烈掌声。

当日，西安站北客运车间党总支以中秋节为契机，开展“百
年征程颂党恩 家国情浓共团圆”活动，回顾长征路上的中秋故
事。同时，该党总支组织策划了中秋主题的古典舞蹈表演及传
统礼仪展示，并向旅客们分享月饼、苹果，赠送小红旗，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月满中秋 情暖旅途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近日，《陕西省
打造万亿级文化旅游产业实施意见（2021-
2025年）》出台，提出到2025年，文旅产业总
收入突破1万亿元，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9亿人次，建成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国际文化旅游中心。

《意见》提出，构建“一核四廊三区”发
展新格局，打造关中综合文化产业带、陕北
民俗及红色文化产业带、陕南自然风光生
态旅游产业带。支持西安都市圈建设，发

展主题鲜明、业态丰富的文化旅游产业园，
新增 10个国家级、50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基地），10个文化旅游特色小镇，50个
文化创意街区。

《意见》明确，制定重点产业链三年行
动方案，形成一批千亿级、百亿级重点产业
链。制定县域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办法，“一县一策”支持县域文旅产业提档
升级，创建10个省级文化旅游名县、40个全
域旅游示范区、10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制

定文化旅游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行动方案。
《意见》指出，招引一批领军企业、总部

企业、新型文化旅游企业，实施文化产业
“十百千”工程，培育一批平台型、科技型企
业集团，孵化一批“瞪羚企业”，新增一批主
板、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精选上市挂牌
文旅企业。实施中小微企业倍增行动，设
立“专精特新”文化旅游企业培育孵化平
台，培育一批“独角兽”“小巨人”文旅企业。

《意见》要求，省市联动打造中华文明、

红色文化等10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周边
游”“家乡游”“夜经济”等系列短程旅游产
品。新增3个以上5A级景区、2个以上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依托沿黄公路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廊道。支持高A
级景区和度假区开展夜间游览服务，创建
10个国家级、20个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打造2-3个千亿级和一批百亿级
文化和旅游消费商圈，推出一批夜间文旅
经济产品。

到2025年文旅产业总收入突破1万亿元
陕西打造万亿级文化旅游产业实施意见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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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练斌 张小梅）9月 6日，陕西化建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公司正式打响延长油田气化工科
技公司 2022年伴生气项目检修攻坚战。

据悉，该公司此次承担延长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
2022 年全厂装置运行一部、二部、三部、四部以及外
围配套的储运、水处理、锅炉等项目检修任务，工期
25 天。9 月 1 日停车吹哨，9 月 6 日检修战役正式打
响，9月 30日装置安检开工。

陕西化建一公司：打响伴生气项目检修攻坚战

本报讯（邱艳红 杨甫）9月7日，中铁四局集团第六
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与西安市莲湖区西关街办解家村社
区联合开展“心系空巢老人 爱洒浓情中秋”关爱慰问
活动。

活动期间，志愿服务队走访慰问了辖区内空巢老
人和残疾人家庭，向他们送去月饼、菜籽油等慰问品和
暖心祝福，并帮助他们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志愿者还
和社区结成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一位独居的重度残疾老
人解决了三餐问题，获得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赞誉。

中铁四局六公司：开展关爱慰问空巢老人活动

本报讯（王文亮）近日，陕煤集团澄合矿业煤机公
司通过召开廉洁提醒教育会和观看廉洁警示教育片
等方式，开展中秋节廉洁提醒教育活动，营造廉洁过
节氛围。

该公司通过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党规党纪
知识》、观看廉洁电教片《金融反腐正风纪》，使党员
干部从内心深处警醒自己，切实增强反腐倡廉和廉
洁自律意识。同时，要求党员干部撰写廉洁承诺书，
自觉接受广大职工群众监督，筑牢节日廉洁防线。

陕煤澄合矿业煤机公司：营造廉洁过节氛围

9月8日，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组
织职工开展“品中秋之韵 倡廉洁清风 扬陕建文化”中
秋主题活动，体验自制手工月饼，感受节日氛围。

郭秋欣 摄

9月 9 日，国铁西安局西安机务段团委开展了“团
情相伴 共度中秋”活动，通过座谈交流、游戏互动、
为青工庆生等环节，进一步增强青年职工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 曹欣 摄

“叮铃铃……”8 月 29 日凌晨 4 时，子
长市秀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
贞贞的闹钟准时响起，简单洗漱后，她便
急匆匆出门了。

凌晨5时，王贞贞到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当日，她要带着服务中心的“娘子军”负责

1.6万余人的核酸采样任务。“我们中心有56名
女医护人员，在家我们是妻子、是女儿、是母
亲，但在疫情来临时，大家是毅然冲向防疫
一线，撑起‘半边天’的‘娘子军’。”王贞贞说。

搭建帐篷、搬运物资、测量体温、采集样
本……凌晨 5时 30分，“娘子军”们准时到达
点位，有条不紊地开始核酸采样工作。王贞
贞说：“做好核酸采样工作只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常规工作之一，自从2019年疫情暴
发以来，我们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次采样工
作，但大家从未有过怨言。”

上午 10时，全员核酸采样工作顺利结
束，大家又开始忙着为居家隔离人员采样。

“有时候晚上还要去B类人群活动场所进行

消杀，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姑娘
们没有人后退半步。”王贞贞说。

“最近任务紧急，请能够参与核酸采样
的医护人员报名。”今年 1月，我省多地相继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严格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要求，子长市开展重点人员
核酸检测工作，王贞贞第一时间在工作群号
召医护人员积极参与。

“我报名”“我参加”“我可以”……消息
一发出，大家踊跃报名，正值哺乳期的中
医科主任刘娜决心放弃休假。“当时我产
假还有一个月，但是看到姐妹们都在忙，
就想尽早回去工作，为抗疫出一份力。”刘
娜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绝不
能掉链子，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也是我入党时的承诺。”

除了做好秀延街道社区防疫工作外，
“娘子军”们还主动承担了子长火车站的防
疫工作。从去年开始，她们组成了疫情防控
先锋队，在子长火车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火车站人流密集，是感染疫情的高风险场
所。查码、验码、采集核酸、做抗原……“我
们每天早上 9时开始驻守在火车站，直到当
天最后一班乘客离站为止。”王贞贞说。

认真排查每一辆列车，耐心询问每一
位出站人员，精准分流和管控不同风险人
群……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刺
骨的严冬，“娘子军”用日日夜夜的坚守，守
护了子长市的东大门。

今年 3 月，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多点
暴发，并出现向周边扩散势头，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

“西安疫情紧张，请愿意支援西安的医
护人员报名。”王贞贞再次在工作群发声，大
家又争抢着报名。而这并不是她们第一次
驰援西安，从 2020年开始，秀延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已先后两次支援西安疫情防
控。“每次大家都踊跃报名，没有一点犹豫，
让人十分感动。”王贞贞说。

去年底，西安再发疫情，26岁的中药技

师王改艳闻讯后，主动请缨，紧急驰援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作。机场外流人
员多，感染风险大，每天检测工作任务重，王
改艳不仅没有抱怨，甚至连过年都没有回
家，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她特别能吃苦，
很有韧劲，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青年医护工作
者。”说起这名稍显羞涩的姑娘，王贞贞由衷
地为她竖起大拇指。

今年 39岁的王贞贞已经在医护岗位工
作了 10年。“我经常跟姐妹们说，咱们已经一
起战斗了近10年，再过10年也许很多人都退
休了，但未来这10年，大家仍要继续以巾帼不
让须眉的担当冲锋在前。”王贞贞说。（白瑶）

坚守一线的“娘子军”
——子长市秀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抗疫小记

本报讯（苏怡）9月 9日，省统计局发布
2021 年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情况概览：
2021年，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连续保持较快增长，投入强度排名全
国第七位。

2021年，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 700.62亿元，比上年增加 68.29亿元，增长
10.8%；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为2.35%。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
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55.92万元，
比上年增加2.7万元，比全国高7.02万元。

分活动类型看，全省基础研究经费38.36
亿元；应用研究经费117.31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试验发展经费 544.95 亿元，增长
13.3%。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
所占比重分别为5.5%、16.7%和77.8%。

分活动主体看，全省各类企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385.17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费319.69
亿元，增长19.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4
个百分点；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238.60亿元，
增长 1.4%；高等院校经费 74.33 亿元，增长

20.6%。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
费所占比重分别为 55.0%、34.1%和 10.6%。
企业占比较上年提高 2.5个百分点，比 2018
年提高 5.3个百分点，反映出我省企业研发
主体地位稳步提升。

分地区看，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超过 10亿元的地区有 7个，分别为
西安、宝鸡、咸阳、汉中、渭南、延安、榆林，共
投入 686.44亿元，占全省的 98.0%。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省平
均水平的仅有西安和杨凌示范区。

分产业部门看，高技术制造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 145.60 亿元，较上年增
长 42.2%，投入强度为 3.61%，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过 2亿元
的行业大类有 21个，这 21个行业的经费占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R&D）的比重为 98.6%；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超过 5 亿元且投入强度超
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大类
有 9个。

2021年我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位

中秋小长假期间，人员的集中流动无
疑会加大疫情防控压力。无论是稳定疫情
防控大局，还是守护健康祥和佳节，都要求
我们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从严从细落实
各项防控举措。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高位，病毒还在不
断变异。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医
疗资源总量不足，疫情越早得到控制，经济
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就越小。过去两年多
的疫情防控实践表明，公共假期等人口流
动高峰，是疫情防控压力最大、防疫形势最
复杂的时刻。在今年的中秋、国庆“两节”
假期前，疫情波及范围之大、受影响人数之
多，值得高度警惕，也更加凸显出假期疫情
防控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

做好中秋小长假疫情防控，应进一步提
升快速反应能力，着力把好“第一道关”。倘
若错过病毒刚露头的“窗口期”，扩大了传播
面，会导致防疫战线拉得过长，将耗费巨大
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要第一时间锁定
传播链条，发现一起、扑灭一起，严防传播
面扩大，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做好假期疫情防控，还应坚持科学精准，让防控有
序有力有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举措，对人员流
动分情况进行精细管理。从提前告知返乡人员防疫政
策，到火车站、飞机场等重点场所及时排查，再到大数
据支撑下的精确监测，以及详尽的应急预案……防控
工作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策，按照“九不准”
要求，对本地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认真梳理、及时纠
偏，把握好疫情防控的“度”，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
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层层加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算大账、长远账、动
态账，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严格抓好
疫情防控，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功能有序运转
的同时，兜牢兜稳民生底线，共同度过一个平安健康
的中秋佳节。 （梁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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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9月 7日，《西安
市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印
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加力加速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

《措施》提出，到 2024年底，实现西安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中
的规模以上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数量在“十三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即：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12000家，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1000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不
少于 200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到 100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突破 50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过 30家；力争
新增 30家以上科技型企业上市。

《措施》明确，支持龙头骨干企业、科
研院所围绕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建设专业
化众创空间，对立项建设的市级专业化众
创空间纳入“秦创原”立体联动孵化器的，
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前资助支持；获批国
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的给予 1000万元支
持。支持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开展成果转
化、创业孵化、人才培育和协同创新等工
作，对绩效显著的每家每年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后补助支持。对市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孵化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其
对地方综合贡献总额的 30%给予补贴。

《措施》要求，完善西安市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鼓励更多
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
予 20 万元奖励，重新认定的每家给予 5
万元奖励。

《措施》强调，加快培育一批“四科”特
征明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年支持满足

“四科”标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每家给予 30 万元的后补

助支持。对成立时间不超过 5年、年营业
收入 5000万元以下经评价入库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按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金额
的 10%给予研发补贴，最高不超过 5万元。

《措施》指出，对认定备案的西安市
“瞪羚企业”，每家给予最高 30 万元奖
励。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对首
次认定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
予每户 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
单项冠军的企业，优先支持申报国家项
目，首次认定的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对
认定备案的西安市“瞪羚企业”和纳统的
规上企业给予每家最高 1000万元的“拨改
投”资金支持。

《西安市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印发

到2024年底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20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