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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聘法律顾问
陕西树众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崔树森

延安融媒演播
有限公司

“精彩来
自专业”，延安
融媒演播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大型活
动策划、录制、
直播、电商、短
视频运营的专
业公司。

演绎非凡
传播精彩

服务热线：
0911-2820069

您身边的
视觉设计与印
务专家

致力做好城
市综合服务商
商务专线：
0911-8080001

8216292

延安融媒印务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
传媒有限公司
依 托 延 安 电
视、广播、报
纸、“ 我是延
安”客户端等
媒介资源，根
据企业诉求提
供一站式宣传
定制服务。

融 媒 传
媒·您身边的
媒体宣传专家
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8226222

延安融媒传媒
有限公司

精心做精
品，精品赢市
场！延安融媒
文创有限公司
是延安市融媒
体中心授权对
外宣传、承接
形象宣传视频
创作、具有文
化创意性质的
专业性公司。

有文创，梦
飞扬！
服务热线：
0911-8216272

延安融媒文创
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宗佳不慎将身份

证丢失，身份证号：
610602199212150044
，声明作废。

父亲高光军、母亲
高燕不慎将女儿高欣
宇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 明 编 号 ：
E610194745, 声 明 作
废。

延安星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将财
务专用章丢失，防伪
码：6106020064636，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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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今年以来，安塞区各镇（街）党

（工）委突出政治引领功能，以农村
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为重点，
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领导
基层治理方式方法，积极创建“服
务型党委”，成立镇（街）党群（便
民）服务中心，组建便民服务队，畅
通服务群众渠道，全面系统规范工
作体系，持续深入提升镇（街）乡村
振兴服务能力。

张岔村是安塞区的一个棚栽
业专业种植村。走进村庄，新型日
光温室大棚一座连着一座，犹如一
条条银链在蜿蜒起伏的峁梁上延
展。佩戴“农业产业开发服务队”
红色袖章的技术人员穿梭大棚内
外，格外惹眼。

“他们不是大棚种植户，是镇
上的便民服务队，队员都是镇机关
站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张岔村大
棚种植户胡炳文说，村上共有60多
座大棚，镇上的便民服务队定期到
村上来给种植户做技术指导。“平
时棚里不管是种植上还是销售上
有问题，只要一个电话，服务队很
快就来了。用咱农村话说就是‘好
使唤’。”胡炳文说。

张岔村大棚种植户在享受“农
业产业开发服务队”专业服务的同
时，沿河湾镇高家峁村村民张海云

则在镇上的党群服务中心发出了
这样的感慨：“现在老百姓办事是
真方便。”

张海云来到镇党群服务中心，为
的是给老人代领养老金。“拿着身份
证，直接在窗口几分钟就办好了。”张
海云说，以前自己也给老人代领过养
老金，要跑好几个地儿，还要准备不
少材料。“现在好了，在这里一站式就
全都给办好了，确实很方便。”

在深化“三有三创”制度进一
步促进乡村振兴具体工作中，安塞
区围绕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把乡镇党委的职责定位
在服务乡村振兴上，突出党委“服
务体系”建设，对 11个镇街党群服
务中心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组建
各类专业便民服务队55支，全面推
行群众事务干部代办制度，持续深
入畅通便民服务渠道，累计服务群
众 13万人次；目前，4958名农民党
员自愿认领服务岗位，创争“示范
型党员”，累计承诺服务事项 10092
件，践诺8190项，有效破解了“群众
少跑路、不跑冤枉路”的难题。

心向未来，笃行不怠。一面面
鲜红的党旗在安塞区 2950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空高高飘扬，乘着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东风，一幅乡村
全面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美丽的
鼓乡大地徐徐展开。

（上接第一版）
1994年，22岁的宋高阳刚到黄龙

县白马滩林场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
都与伐木有关。1998年，黄龙县开始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也是从这一年开
始，宋高阳的工作发生了转变：在荒山
上植树造林并保护好这些林木，成了
他主要的工作职责。

“背靠黄河面对着天，陕北的山来
套着山，翻了架圪梁拐了道弯，满眼眼
还是那黄土山……”曾经广为流传的
信天游歌词，唱出了黄土高原的组成
元素。

现如今，“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
你，母亲延安换新衣”。20多年退耕
还林，20多年绿色崛起，20多年城乡
巨变，让贺敬之《回延安》里的美好诗
句变成了现实。

“退耕还林是陕西生态重建的关
键一招。卫星图像上，在黄土高原的
心脏地带，绿得最快的是延安，绿得最
深的是延安，黄土高原的‘绿芯’在延

安，‘延安绿’就是退耕还林的最高奖
赏。”延安生态环境院士参事工作室专
家刘广全说。

截至 2021 年，延安市累计为
1077.5万亩山川披上了绿装，完成退
耕还林面积占陕西省的 26.7%，森林
覆盖率由 33.5%增加到 48.07%，植被
覆盖度由 46%提高到 81.3%，包括黄
龙县在内的延安13个县（市、区）均被
国家列为退耕还林示范县。

“每年10月至来年6月，是林场最
重要的护林防火季。这段时间是火灾
高发期也是盗伐林木高发期。”宋高阳
说，每年森林防火戒严期，他都会和队
员开启“无休模式”。2016年到 2018
年的3个春节，他都是在林场过的。

对于宋高阳而言，现在的森林是
过去几十年老区人民精心培育和保护
的成果。每当他在林间走累的时候，
就会停下来看看山、看看树，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守护延安青山绿水的“初
心”。

“延安绿”中“飞天”红

北京时间 2022年 6月 5日 10时
44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延安苹果作
为航天员的营养补给品第三次被送
上太空。洛川县槐柏镇洼里村路红
珍、王开林等果农早早坐在电视机
前，分享了延安苹果被送上太空的激
动时刻。

“想不到我们种的苹果能登上太
空作为航天员的营养品。我内心的
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有 20多年务
果经验的路红珍说，“在全国这么多
的苹果品牌中，延安苹果能够被选
中，说明延安苹果的品质是经得起考
验的。”

对于延安人来说，“飞天苹果”不
仅是吃在口中的“甜蜜”，更是让他们
致富的“幸福果”。如今，越来越多的
延安群众开始种植苹果树、扩大苹果
园种植面积。

“延安地处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
的核心区，平均海拔 1200米，黄土层
厚、光照足、温差大、降雨量适中、环境
质量优良，所产苹果品质过硬。”延安
市气象局局长王维刚说。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和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过去 10年来，延安苹果种
植面积增加了 85万亩，产量增加了
120 万吨，产值由 86.3 亿元增加到
219.1亿元，增长了 153.9%。2021年
底，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331.7万
亩，占全国的九分之一；产量 400.5万
吨，占陕西的三分之一，是全国苹果种
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红色圣地”成
为名副其实的“苹果之都”。

“目前，苹果已成为对延安农民增
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我们将持续
推进苹果产业标准化建设，狠抓技术
管理，不断提高果品质量，让延安苹果
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幸福果，真正
实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延安市
果业中心主任路树国说。

新时代的“延安颂”

10月 10日至 13日，由陕西省
委网信办主办，延安市委网信办、华
商网承办的“黄河安澜·津润三秦”
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延长县、宜川县、
洛川县。

金秋十月，延长县国家储备林
苗木茁壮成长，宜川县壶口瀑布沿
岸草木葱茏，洛川县苹果迎来丰收
季，一幅绿水青山的壮丽画卷徐徐
铺展……

延长县：算好国家储备林
基地的“两本账”

10月 10日，从延长县城出发，
采访团乘坐的车辆在盘山公路上蜿
蜒前进，经过半小时的车程，到达张
家滩镇苏家岭自然村林坪示范点。
延长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尽收眼底，
山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青翠树苗，
从山头到山底层层排开。

“我们选用油松、侧柏、樟子松、
小叶杨、杜梨等树种，采用针阔混
交、乔灌混交等营林技术，优化树种
结构，增强林木抗病抗逆能力，维护
生物多样性。”陕西林业集团延长翠
屏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中秋向采
访团介绍。

2020年10月，延长县率先在全
省启动实施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

“项目建设总规模5.28万亩，总
投资4.79亿元，其中自筹0.99亿元，
申请国开行贷款 3.8亿元。”吴中秋
指着正前方的山说道，“我是公司的
总经理，想要把这个项目干出成绩，
就得算清‘两本账’——农民账和效
益账。农民要有收益，项目要见效
益。”

两年来，吴中秋的脚步几乎遍
及了项目范围内的山山峁峁。为了
算好“两本账”，他没少花心思，经过
与县委、县政府和省林业集团多次
沟通以及学习调研，推行“统一规
划、分区治理、两季栽植、三季整地、

四级管护”的建设模式，运用抗旱造
林、针阔混交营林、科学信息等技
术，原本规划建设 8年的工期有望
在 5年内提前完成。同时，项目通
过土地流转、劳务收入、聘用护林员
等方式，助力项目区内农户人均增
收7700元。

目前，该项目人工集约栽培林
已完成总任务的 64%，累计完成投
资3.2亿元。在长中短三期结合、文
林融合的还款盈利模式的良好运营
下，预计年出圃苗木120万株，收益
1200万元；林草碳汇自愿减排交易
已完成布局，预计到 2030年，新增
林业面积 5.08万亩，碳汇收益 1253
万元。

“造林就要眼光放长远，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为国储材、固碳增汇、
兴林富民’的林业生态建设目标。”
吴中秋充满信心地说。

宜川县：浇灌需靠“人努
力”“天帮忙”

黄河，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
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来到
晋陕大峡谷。河水被两岸苍山“挟
持”，河床从300米宽骤然收紧到50
米宽，像沸腾的水从茶壶中倾泻而
出，此处便是壶口瀑布。

“我在这黄河边生活了几十年，
从来没想过黄河的水能变清，两岸
的石山也能变绿。”民间艺人贺东超
感慨道，“绿水青山是宜川人民多年
来通过封山禁牧、造林打坝换来
的。”

山势陡峭、土层浅薄、土壤贫
瘠，且常年风大，绝大部分区域都属
于石质山地……造林难度大、后期
管护也很困难。“我们有8支造林队
一路栉风沐雨，在悬崖峭壁上凿坑，
所需水和苗木都是通过肩挑背扛的
方式运输上来，治理水土流失这块

‘硬骨头’再难也得啃。”宜川县林业

局郝云峰说。
“别看黄河流经宜川，但我们县

事实上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为
500毫米左右。”宜川县水务局副局
长王培森说，“治理水土流失就必须
植树造林，所需的灌溉用水不可能
从黄河引入，这个工程量太大，耗资
也大。”如何解决灌溉用水同时保证
果业、林业等产业用水？“‘人努力，
也需‘天帮忙’，雨水就是最好的灌
溉用水，但是降水量毕竟有限，想要
做好生态保护，就得在储蓄灌溉用
水上做文章。”王培森指着刚刚建成
的井家沟蓄水坝说道。

为了解决灌溉用水问题，宜川
县委县政府今年实施了抗旱保供项
目，计划用3年时间新建拦水坝、蓄
水坝 16座、泵站 8处、软体水窖 487
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可提供
灌溉用水 330万立方米，可从根本
上解决沿黄四个乡镇五大片区 7.5
万亩农业灌溉用水问题。

“2021年底全县水土保持治理
面积达到了 1449.2平方公里，治理
程度达到 62.76%。年入黄泥沙量
也从1980年的950万吨降至目前的
400万吨。项目全面建成后，水土
流失问题会得到更有效解决，我们
对此充满信心。”宜川县水土保持队
队长周文彬说。

洛川县：硕果累累满枝头

眼下正值苹果丰收的季节，在
前往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的乡村道
路上，记者看到，两侧果园的苹果早
已换上“红妆”挂满枝头，静待“出
嫁”远方。

阿寺村被誉为“中国苹果第一
村”，洛川苹果的引进人李新安就曾

生活在这个村庄。村庄里房屋错落
有致，街道干净整洁，令人疑惑的是
家家户户房门紧锁，人去了哪里？
阿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李宝银打
趣道：“这叫‘家家门上锁，户户无闲
人’，大家都忙着在果园摘‘金蛋蛋’
哩！”

果园里，果农们有的正熟练地
将一颗颗苹果摘下装筐，有的在与
前来收购的果商商量着收购的价
格，另外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俊女子
正通过网上带货的方式，将自家的
苹果推介给广大网友们，热闹的场
景正是洛川苹果今年热销的一个缩
影。

“我家的果子已经全部卖出去
了，今年的苹果收购价每斤比去年
多出5毛到1块，价格美着哩！”阿寺
村果农李鹏飞笑呵呵地说。

“去年洛川全县苹果产量是
98.5万吨，今年是 101.9万吨，产量
增加，价格也有涨幅，果农忙活一
年就图个好收成，好价钱，两者都
有了意味着果农们都能过个好
年。”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主任王晓东掰着指头边算
边讲。

作为陕北苹果的发祥地，洛川
苹果自 1947年引进栽植至今已走
过 75年的发展历程。“到 2025年，
我们将把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矮化、乔化果园比例调整到
2︰3，早中晚熟品种搭配趋于合
理；围绕苹果发展的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化复合型发
展格局：品牌价值也有望突破千
亿大关；苹果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200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2万
元以上。”王晓东说。

绿水青山壮丽画卷徐徐铺展
——“黄河安澜·津润三秦”网络主题活动延安三县见闻

记者 姜顺 刘刚

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黄河安澜·······························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津润三秦”””””””””””””””””””””””””””””””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网络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静） 10月13
日上午，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刘
晓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领导
小组副组长袁家富出席会议并宣读
相关文件，副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
严晓慧主持会议。市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晓军强调，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
门一定要深刻理解、充分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求，切实增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落
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要坚持问
题导向，紧盯重点环节，着力构建
未成年人政府保护、家庭保护、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司法
保护“六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切实

推动未保工作水平整体提升。要
强化督查检查，闭合责任链条，聚
焦问题，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推动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地见效。市
未保办要加密督查检查频次，跟踪
督办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
大事件和恶性案件处置工作，对一
些社会影响恶劣，严重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一抓到底；
各县（市、区）要全面推进县级未成
年人保护机构、基础设施和乡镇未
保工作站建设，筑牢未成年人保护
基层阵地，努力开创新时代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新局面。

严晓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
要性，主动担当，把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谋划到位、安排到位、落实到位，
着力构建“六位一体”的新时代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格局，扎紧筑牢未成
年人保护的安全屏障，为全市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本报讯 （记者 李星棋 通讯
员 寇军龙 党静）金秋十月，黄陵
县10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田
地间玉米赶趟儿似的次第成熟，农
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农机齐
上阵，加快秋收进度，确保粮食应
收尽收，颗粒归仓。

在双龙镇杜洛尾行政村大院
子组的田地里，玉米植株整齐排
列，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
梭。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玉米经
过摘穗、剥皮，最后倾泻进车厢里，
堆得满满当当。

为全力组织好秋收工作，黄陵
县农机部门积极协调各农机经营服
务组织做好农机产品售后、维修保
养、配件供应等工作，对跨县作业机
械逐一登记、统一组织、统一调度、
统一管理，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
进。同时，还抽调8名农机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全方位助力秋粮抢收。

农机部门积极协调农机专业
合作社，迅速调度玉米联合收割机

械，组织开展抢收工作。“随着农民
对农机的认知率和使用率逐步提
高，农业机械化进程不断加速，玉
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90%以
上，今年采用机械收割的面积在 9
万亩以上。”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
中心副主任张亚明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各乡镇积极配合农
业部门，把秋收作为当前一段时期
的重要任务来抓，迅速动员各村组
农户及时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
仓。“镇上积极协调农用机械，利用
晴朗天气统一收割玉米，加快秋收
进度。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指导
工作，确保农业生产有序推进。”双
龙镇副镇长薛珍珍说。

近年来，黄陵县认真落实各项
惠农政策，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
度，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生
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截至目前，全县共完成玉米收获面
积 3100亩，机耕整地面积 1200亩，

“三秋”农机化生产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推进中。

黄陵县10万亩玉米陆续采收

本报讯（通讯员 穆海宏）今
年以来，黄陵矿业双龙煤业严格按
照“智能矿井 智慧矿山”的建设总
目标要求，开通了矿区无线网络信
号，使广大职工告别了月月算流
量、用热点的历史，满足了各类办
公终端和智能监管平台随时随地
应用，让矿区迎来了智慧新时代。

“这里是山区，无线网络信号
有时会不稳定，手机和笔记本正用
着就卡顿了。”提起原来的无线信
号，该矿职工王向洋无奈地说。

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更新换
代，对于矿区的广大职工而言，原
有的网络信号差、不稳定等因素是
职工谈论的焦点话题，对日常工作
和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职工在安
全培训学习和业余时间看新闻、听
音乐、看视频时，时刻都要盯紧自
己的流量，大家对构建矿区无线网
络全覆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我们淘汰了原有的网络转换
机，建成了智能网络控制中心，按照

无线网络覆盖区域安装无线基站，
实现了工业厂区和家属区无线网络
全覆盖。”该矿信息部职工张阳说。

连日来，该矿对矿区的网络环
境进行科学评估，并很快完成相关
建设。目前，在该矿上空，已经架
通了一张巨大的“高速网络”系统，
该系统建有无线网络基站 4座，总
共架设光缆 1.7万余米，已经完全
实现了所有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
并在矿区各办公楼及其他醒目地
方张贴链接账号和密码，职工在矿
区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手机和其
他终端连接网络，进行理论知识学
习、安全模拟考试和业余文化生
活，既便捷又流畅。同时，该项目
也为高效办公提供了一条“快车
道”，各区队、部室在任何时间都可
以迅速接入无线网络进行日常办
公、召开网络会议、在线处理文档
等，有力提高办公效率，节约了办
公时间，为矿井的高效快速发展注
入新的“智慧动能”。

矿区Wi-Fi全覆盖 开启智慧新时代

我市召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眼下正值“苹果之乡”洛川县
53万亩苹果收获季节。据当地农
业部门介绍，今年洛川县苹果总产
量预测为 101.9万吨，已经成熟上
市的中早熟品种，凭借良好的品质
受到市场青睐，洛川苹果将迎来产
量和效益“双丰收”。图为洛川县
一家果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选果
线上忙碌。

记者 邓志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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