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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靖边县榆林市靖边县芦河岸边的玉米田芦河岸边的玉米田。。 （（资料图资料图））

“亩产 1350.36公斤！创造了陕西省玉米千亩
连片单产最高纪录！”

记者近日从榆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经全国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测算，位于毛乌素沙地边
缘的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街道阳光村的玉米增密
度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高产示范田，玉米亩产达到
1350.36公斤。

高点突破的同时，榆林粮食总产量在逐年攀
升。2022年榆林粮食播种面积 1093万亩，总产量
50.5亿斤，同比增长 12.9%，增量、增速均为陕西省
第一。202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185万亩，预计
总产量54亿斤，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苗霞
说：“曾被称作‘沙漠之城’的榆林，正
在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生
态粮仓’！”

陕西传统粮食主产区集中在地
势平坦的关中地区，而榆林位于陕西
最北端，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
处，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

“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
全。”榆林粮食作物以玉米、马铃薯
和杂粮为主，曾是陕西最贫穷的地
区之一。

榆林农业发展，第一步要“管”住
黄沙。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榆林人
接力挺进沙漠、压沙造林，将这座沙

漠之城改造成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从
0.9％提升到 36%，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 93%。

走进米脂县高西沟村，沟梁山峁间梯田纵横、
果树林立，是名副其实的“陕北小江南”。榆林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苗霞表示，泥沙不进河流，荒沟变
成良田，生态治理直接惠及广大农民。

从黄到绿的转变，为榆林打好农业翻身仗奠定
了坚实基础。但面对十年九旱的自然环境，榆林人
意识到，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创新。

冬日的暖阳下，在榆阳区大纪汗村 4200亩高
效旱作节水农业示范田，可以看到先进的滴灌设
施，陕西大地种业集团第一农场负责人王国生说：

“今年玉米平均亩产 1100公斤，马铃薯平均亩产
5500公斤，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地头的设备房，王国生向记者展示了“大丰
收”的“法宝”：“这套先进的滴灌技术设备，能够实
现灌溉自动化、水肥精准化、操作远程化。通过节
水、节肥，每亩玉米成本下降 100多元、增产 150公
斤、增收400元！”王国生表示，这一技术近几年正
向周边农村推广。

节水农业是榆林市“藏粮于技”的重要举措。
为补齐“水资源缺乏”这一短板，榆林市探索出集雨
窖、保水剂等“花式”节水模式，让每一滴水都发挥
价值。在良法的加持下，榆林的高标准农田目前已
达 216万亩，水果上山、粮食下沟、蔬菜进大棚，科
学利用每一寸土地。

此外，榆林通过自主研发的粮食种子已超过
40个，其中有三个通过国家级审定，为增加粮食产
量提供支持。

良田、良法、良种，让榆林人的粮袋子越来越精
细。马铃薯的产业链向薯条延伸；定边荞麦、府谷
黄米等杂粮品牌知名度逐渐提升……

“俺家里两亩多耕地流转给了农场，除了流转
费，一个月还有 5000多元工资。”大纪汗村村民高
志伟灿烂的笑容里写满快乐。

“未来斟满幸福酒，黄土高坡变绿洲。”陕北籍
歌手王二妮演唱的新民歌《榆林美》，已全然不见旧
时“走西口”的凄凉和辛酸。

（新华社记者 陈钢 李亚楠 雷肖霄）

从“沙漠之城”到“生态粮仓”

2022年榆林粮食播种面积1093万亩，总产量50.5亿斤；2023年全市粮食
播种面积1185万亩，预计总产量54亿斤，有望再创新高——

本报讯（通讯员 张悦）近日，陕西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与抖音生活服务签订合
作协议。

未来，该公司将依托“陕旅嗨GO”与
抖音展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合
作，实现共建 3亿GMV目标；抖音提供千

万级流量资源包、官方培训和年度活动
优先落地等服务支持，赋能陕旅生态。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和专长，共同构建
新消费场景，打造“短链”文旅经济，丰富
文旅产业文化内涵，为游客带来更新更
好的游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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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旅游集团与抖音生活服务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英）近日，我省迎
来强降雪天气，陕西交控西延分公司上下
以雪为令，第一时间启动除雪保通应急预
案，迅速投入“战风雪、保畅通”工作中，全
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群众平安出行。

截至12月14日，该公司共出动应急保
畅人员 198人次，各类除雪设备及车辆 38
台次，设备巡查车等工具车 42台次，撒布
融雪剂 62吨，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热水、
方便食品等暖心服务190人次。

陕西交控西延分公司全力以赴战风雪保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 孟朋林 高鑫）数据
显示，截至 11月 30日，陕煤运销集团彬长
分公司今年向省内各发电供热企业累计
供应煤炭 336.13 万吨，较去年同比增供
16.94万吨，有力保障我省发电供热企业用
能需求。

在当前迎峰保供的关键时期，该公
司分区划片，责任到人，挂出“作战图”，
倒排“时间表”，扎实落实各项保供措施，
细致做好煤炭应急保供工作，全力以赴
提升电厂顶峰发电能力，确保民生和工
业生产用能稳定供应。

陕煤运销彬长分公司保障发电供热企业用能需求

12月15日，游人在被白雪覆盖的西安城墙上游玩。当日，白雪纷飞，古
城墙银装素裹，宛如梦回盛唐长安。 新华网发 周孟心 摄

近日，某车企
员工在社交媒体
发文称，其所在企
业 几 乎 80% 的 员
工都被明示或暗

示过，想要保住工作和升职，必须购买自己企业生
产的汽车。作为技术岗的他不仅自己购买了两辆
汽车，还推荐给亲戚朋友购买，最终却仍被裁员。

开展“内购”活动，本是一件企业和员工“双赢”
的好事。对企业而言，不仅可以拓展销售渠道、增
加产品销量，还能让员工成为产品的推广员，提升
品牌的知名度。对员工而言，享受内购的优惠福
利，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还可以省下真金白银，
更能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然而，如果在强制之下，好事也会变了味。一
些企业过度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员工的
真实需求与感受，导致“内购”跑偏。这一问题的

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中，往往处于“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控
制与被控制”的弱势地位，劳动者往往不会因为用
人单位的“强迫购买”而选择“反抗”，一般都会忍
气吞声，致使一些企业变得有恃无恐；另一方面，
也暴露出这些企业欠缺依法用工的意识及对员工
的基本尊重。

员工是企业的一名劳动者，这事不假，在“内
购”问题上，员工也是一名消费者。根据民法典规
定的自愿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
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
律关系。”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作出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
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
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因此，不管是明令购买，还是通过摊派业绩、变相强
迫员工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都属于强制交易行

为，侵害了员工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
易权。当员工遭遇上述强买强卖的霸凌行为时，有
权说“不”，也有底气说“不”。

此外，如果员工拒绝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就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甚至解雇处理，更是
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类企业，劳动
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畅
通劳动者维权渠道；对于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企
业，要依法依规予以惩治，增加其违法成本。劳动
者也要增强法律意识，对于侵犯自身劳动权益的行
为，及时保存相关证据，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维权。

“内购”本就是企业为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推
出的福利政策，不能让其成为关起门来“薅员工羊
毛”的“利器”。如何把好事办好、让劳动者和企业
都满意，关键是要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审
慎合理地制定规则，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内购”政策

“拴心留人”的制度红利。 （杨璐嘉）

企业员工内购，自愿是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