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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QU DU BEN

快递县区

报道特

苹果拉枝有学问

入夏以来，在黄陵二号煤矿风井口附
近道路边沿经常有数百只蝴蝶聚集翩翩起
舞。这种蝴蝶是一种菜粉蝶，在这里因为
蝴蝶幼虫喜欢吃的植物长得茂盛，造成这
种蝴蝶大量集聚。在良好的生态链条中，
蝴蝶是不可缺的一环。蝴蝶种类和数量，
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黄陵二号煤矿坐落在桥山深处。近年
来，黄陵二号煤矿始终把环境绿化建设作
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严格遵循黄陵矿
业公司“三做一打造”十三五整体规划，积
极探索着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点。
既要做精做优煤炭产业，又要保护环境绿
色发展，积极营造“推窗见绿叶、开门闻花
香”的良好环境。该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绿化工程，并在绿化布局中做到科学
合理配置，点线面相结合，全面覆盖、不留
死角，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驾齐
驱，营造出了一个环境清新、和谐优美的绿
色生态新家园。

为矸石披绿装

黄陵二号煤矿共建有两个风井，与风
井隔着一个山头，便是排矸场。在这里，没
有粉尘弥漫、污水横流，很少能见到矸石外
漏，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植被。一直以来，
该矿大力实施排矸场绿化工程，严格按照
环保标准对排矸场设计、选址，使用过程中

对矸石山进行平整、覆土、绿化。
该矿将每次升井的矸石及时装车外

运，平整矸石山坡度后进行覆土，种上三叶
草、竹子、柏树等长青植被，保持土壤稳定
性。修建有沉淀池，对排矸场产生的污水
进行截留，污水经沉淀后作为翻矸车用水，
循环使用，实现了污水零排放。同时还修
筑有挡渣墙，并安装了喷雾降尘设施，每天
上午和下午分别开启一次，现场环境得到
极大改善。随着时间的推移，植被逐渐形
成规模，远远望去，几乎看不出生产留下的
痕迹。据统计，目前，黄陵二号煤矿排矸场
绿化工程覆土量约有8000立方米，种植松
树约 1.5万株，总绿化面积达到了 9000平
方米。

降服“头号杀手”

“割煤不飞尘，巷道不积尘，掘进不扬
尘，运输不带尘。”厂区内醒目的标语格外
引人注目。为了降服这个污染的“头号杀
手”，黄陵二号煤矿依靠技术创新，始终坚
持矿井的无尘化改造。据了解，该矿在井
下大力创建无尘化硐室、无尘化巷道、无尘
化采掘工作面。在掘进机切割头上安装泡
沫除尘喷雾组，有效降低工作面在掘进过
程中产生的矿尘；井下每一条回风巷道，
至少设置两道净化喷雾，防止煤尘随风而
出；在大巷、皮带转载点、放炮等作业场所

采用风水联动净化水幕；还有转载点全断
面铺尘网、除尘风机、静音风机等多种设
备，实现了工作面除尘装备的系列化。无
论大小设备，只要升井，首先要过“除尘”
关，就连矿工穿的胶鞋，也要经过水池冲
洗。在地面厂区，生产出的煤炭经过全封
闭栈道运抵煤仓、洗煤厂，装车口设有专
用洗车平台，利用 360度高压喷嘴对运煤
车辆进行冲洗。利用大功率可移动雾炮
机在易扬尘的区域和地点进行全断面、全
方位彻底喷雾抑尘。该矿每年还会定期
为职工进行免费的职业病检查，并投入上
百万元，为职工购置专用防尘职业劳保用
品，保护环境的同时，重视职工的个人健
康。

让污水变清澈

煤矿企业产生污染的途径除了矸石、
煤尘，还有污水。黄陵二号煤矿坚持污水
封闭循环使用，无论是矿区职工生活废水，
还是井下生产用水，都经过专门的污水管
道流入污水处理厂。目前，该矿共有 4座
污水处理厂，两座处理生产污水，两座处理
生活污水，总处理能力为 18000立方米/
天，实际产生水量为 8000立方米/天。废
水经过井底水仓从井下抽上来送至风井污
水处理站，经过多重过滤后，用于生产等用
水，循环往复。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要达

到或超过国家一级A类标准，然后才能排
放或循环利用。

黝黑的污水流入污水处理厂后，要经
过哪些处理环节，才变得清澈？对此，该矿
行政部部长张军作了详细的介绍。污水输
送到处理厂后要进行过滤、化学反应、消毒
等多道工序进行处理，最大限度的清除污
染物。这些“去污处理”会运用到AAO生
物处理池、MBR浸没式中空纤维膜等多种
先进工艺。处理后形成的清水并不是传统
意义上干净的水，而是被称为“中水”，虽达
到国家的排放标准，但其中仍含有一些细
菌及氮氧元素。处理过的“中水”一般用作
井下生产使用，或用于矿区的植被浇灌及
路面清洗，如此循环往复。

随着矿井深度的不断延伸，井下涌水
量逐渐增多，为满足矿井发展需求，该矿对
一号风井生产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改造升
级，更换老化的设施，为新增的污水量和有
机负荷提供容量，以满足当前以及将来预
期处理水质的限制要求。处理能力由
220m3/h 提升至 320m3/h，排放水质达到
《GB20426-2006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清晨，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
天刚破晓，淡蓝色的天空还闪烁着几颗残
星，黄龙县崾崄乡白城桥村支部旁的房子
已经青烟袅袅，一位老人正忙着喂鸡、喂
鹅、做饭、刷锅，井然有序的小生活洋溢着
几分悠然自得。太阳刚刚露出半个笑脸，
老人已经领着他的两条狗沿着公路向西
走去……

老人名叫王俊峰，今年已经 74岁了，
别看他年龄不小了，却有着自己的“小天
地”，每天乐此不疲地穿梭在家、公路、鱼池
之间，对他来说，生活一点也不单调，有滋
有味，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白城桥的

“喜剧演员”。

发展产业自力更生

古稀之年，本应颐养天年，生活的担子
却紧紧地压在王俊峰的身上，儿子在外打
工仅能养活自己，刚满18岁的孙子还需要
他每日操心。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他被
评为了贫困户，当时他说，真的不想拖大家
后腿，不能麻烦国家。在乡政府、帮扶责任

人薛云峰以及村“四支队伍”的精心帮扶
下，薛云峰利用老人年轻时曾养过鱼的技
术优势，为他制订脱贫计划、帮助联系采购
鱼苗、协调资金并找来技术人员定期上门
进行指导，就这样老人的小产业越来越多，
鱼池、1头猪、30只鸡、2只鹅，还有11亩玉
米、洋芋。老人说，年龄大了闲不住，也是
找点乐趣，别人都养猫养狗，自己年轻时搞
过养殖，现在养些鱼既是一份事业，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

虽然开头很艰难但在政府的帮扶下
也算一切顺利。“现在的人在饮食上都非
常注重原生态，我的鱼不喂饲料，自己吃
水草和虫子，等过两年能上市的时候，肯
定会非常受欢迎。”老人看着眼前的鱼塘，
心里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希望和满足，生
活越来越好，自己也算是在家门前谋了一
份事业。

学习画画怡情养性

白城桥村活动室内摆着两幅画，一幅
牡丹象征强大的祖国富贵吉祥，一幅孔雀

代表着幸福美满。这是老人亲手画的送给
了队部。年轻时，老人当过油漆工，积累了
一些绘画功底，后来渐渐喜欢上了绘画，经
过自己不断摸索学习，还参加过两次黄龙
画展并获过奖项。说起自己的学习经历，
老人满眼都是光彩。每次走访问老人需要
什么帮助时，老人都让给他带些不用的废
纸，好让他在闲暇之余能继续作画。现在
老人年龄大了，但是画画、看书从来没有间
断，他还喜欢看科技类和新闻类的节目，了
解关心国家的时事政治，希望自己能尽可
能的当个文化人。

护林防火守护大山

王俊峰所在的白城桥村是延安市防
火重点区，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本
身防火意识就强，当了护林防火巡查员
之后更是把这片林子当自家宝贝一样看
着，几乎每天在白城桥的路上总能看见
他的身影。白城桥林子大，野物丰富多
样，常常吸引游客和搞副业的人进山，每
次遇到进山的人，王俊峰都会非常严肃

认真地进行防火宣传：“这林子长了这么
多年不容易，进山一定要注意防火，千万
不能吸烟，不能带明火……”对于王俊峰
而言，干了一辈子防火，每天看着山上的
树木一天天变绿、长高，听着鸟儿欢快地
歌唱，已经成为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他眷恋这片熟悉的土地，山里的一草
一木他都难以割舍。所以尽一份绵薄之
力，保护家乡的青山绿水，再苦再累也打
心底里高兴。

生活还在继续，老人的生活简单却充
实，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也许很多年以
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巡查的身影，但是当
我们看到那两幅画，就肯定会想起这位疼
爱孙子的爷爷、爱好看书画画的艺人、兢兢
业业的防火巡查员。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正如王俊峰一样，是民间艺人，是护林
防火巡查员，还是一名长辈。生活总是会
给我们很多苦难，但只要我们像老人那样
时刻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坚守那颗
初心，就一定能继续前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思恒 王涛 记者 常青）近日，
由黄龙县文体广电局主办，黄龙县文化馆、黄龙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黄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

活动以“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倡导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立足黄龙自身文化特色，以
设立宣传咨询台、宣传展板、黄龙非遗项目展示台，举
办黄龙非遗项目展演、传统文化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集中展示了黄龙县非遗保护成果，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群众感受非遗魅力，激发文
化自觉，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
产。活动中，黄龙猎鼓、黄龙豫剧等“非遗”项目纷纷
亮相，民间美术（剪纸、纸扎、面花）、传统手工技艺（黄
龙根艺）等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都亮出各自的绝活，
现场展示技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黄龙县举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挥洒激情汗水
释放文化活力

——茶坊街道办举办首届农
民运动会及广场舞表演赛

“四月份我们就搬进来了，别看这是个
小村子，但是比城里都住着舒服，空气又好
又安静，上下六个房间，一大家子住进来都
不显得拥挤。”常在珍说道。

常在珍是富县茶坊镇岔口羌村村民，
之前住的老平房比较偏僻，出行都不方便，
院落狭小又未硬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如今赶上了美丽乡村羌村小镇建设，
只花了 15万元，就住进了 236平方米的小
洋楼，可把她高兴坏了。

岔口地处川道，属山区地貌，植被覆盖
率高，区内有两条河流交汇流过，水资源充
沛。距县城只有 9公里，309国道穿境而
过，现规划的210、309国道在区下游连线，
交通条件十分便利。

唐天保十五年（756年）六月，诗圣杜
甫为避战乱，携家人从陕西蒲城出发，徒步
来到鄜州，寄居于羌村，并写下了《羌村三
首》《月夜》《北征》等诗篇流传至今。

“羌村旅游小镇是我们茶坊镇在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中的一个亮点，我们在小镇
的鱼塘实行‘三变’改革，村民可自愿入
股。年底则根据村民持有股份进行分红，
并雇佣村民对鱼塘进行管理，提供了一部
分就业岗位。这只是一方面，羌村小镇建
成后，将会以旅游为主导产业，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助力全镇脱贫攻坚工作。”茶坊镇
镇长梁永辉说。

据了解，羌村小镇建设采取政府主导、
政策支持、群众参与、企业投资的模式，由
富县龙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
划投资 1.7亿元。建成后的羌村小镇将分
为综合服务核心区、道家文化体悟区、诗圣
文化探寻体验区、生态密林田园观光区和

户外运动健身区5个区域。
“岔口是我们龙林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常再来的家乡，习总书记提出‘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正是这
份‘记得住乡愁’激励了他，决心将自己的
家乡建设成有地域特色、文化传承、田园风
貌的宜居宜业新型村落。”富县龙林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张娜说道。
目前，游客中心主体、50套村民用房

及配套设施已完成，医养中心及相配套的
相关设施已动工建设，完成工程投资近
28%，计划到 2018年底核心区全面建成营
业。

另外，羌村小镇预计今年六月中旬举

办全市钓鱼大赛。试想一下，盛开的白莲
透着粉嫩，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顽皮的水
珠，连片的鱼塘里游着肥美的鱼儿，嗅着山
间清爽的风，耳边有不知名的鸟儿啼鸣。
挂饵，抛竿，静等鱼儿咬钩。“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远离纷纷扰扰，体验世
外桃源般的闲适，怎一个爽字了得。

留住乡愁
——羌村小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实践

通讯员 吴龙迪 本报记者 朱佳雨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伟莉 记者 朱佳雨）近日，
骄阳似火，火辣辣地照耀在富县茶坊街道办洛阳社
区。农民们都放下手里的农活，穿戴整洁的早早向洛
阳社区集中。

听见一声接一声的“加油，加油，加油……”，原来
茶坊街道党委、街道办在洛阳社区举办的首届农民运
动会及广场舞表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广场上
人声鼎沸，一声声呐喊助威此起彼伏地回荡在广场上
空。

来自全镇的 20个队伍、600余名运动员和上千名
观众参与。会期持续两天，项目包括拔河、5人 6足、
齐心协力和袋鼠跳接力以及广场舞表演赛等。

上午8点30分，广场舞及快板表演将开幕式推向
了高潮。

此次活动，是为了强健体魄，让街道群众更好地
投身产业发展。激发贫困户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让
其将“永不言弃，追赶超越”的体育精神带到今后的生
产生活中去；为了丰富街道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进
一步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更好
活跃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化交流。

比赛中，运动员们的速度、默契、技巧都堪称一
流。别看他们都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庄稼汉”，变身
为“运动员”也非常专业，即使汗流浃背，依然生龙活
虎，依然发扬了他们勤劳淳朴、吃苦耐劳的精神。

比赛项目结束以后，各村准备了欢快、轻松的广
场舞表演。一些村的村民多才多艺，爱好广泛，为大
家展示了快板、花绳表演等，赢得围观村民阵阵喝彩。

“此次运动会，进一步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让各村学习了洛阳社区在产业发展、生态宜居及
乡风文明建设等乡村振兴方面的优良做法，也促进了
乡村文化之间的交流。”茶坊街道办党委书记许剑说。

● 村民安置房美观大气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娜 记者 王锋）近日，在安
塞区金明街道办东营村的果园里，果树已经结了许
多小果，一对夫妇正在自家的果园里忙着给苹果拉
枝。

拉枝，就是人为改变枝条生长方向的一种整形方
法，是果农最常用的整形方法之一。拉枝对培养树体
骨架结构、改善风光条件、调整枝条势力、促进或抑制
枝条生长和萌发，以及调整果树生长与结果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拉枝作为果园管理的重要手段，一年
四季均可进行。主枝要与主干成 60度～80度，长枝
重拉，角度加大，短枝轻拉，角度小。侧枝的拉枝角度
以110度为宜，最有利于成花。不少果农，图省事用一
根绳子把几个枝条捆在一起，拉成一个方向，人为造
成密闭。这样不但减少了枝条受光面积，不利于成
花，也不利于果树病虫害的防治。

据了解，金明街道办近年来不断改善良种，坚持
技术种植，有效提升了苹果的品种，使农民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小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