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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黄龙县，莽莽林海绵
亘数百里，风光秀丽，充满着神
奇与魅力，让人惊叹于它的生态
之美……黄 龙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87%，林草覆盖率高达 92%，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
褐马鸡自然保护区、省级天然
次生林保护区和全国八大防护
林区之一，素有陕西的“一叶
肺”和“天然氧吧”的美称。这些
成绩背后，是有一些人在默默努
力，他们就是绿水青山的一线守
卫者——护林员。

山海缱绻，浪漫无期，爱的故事在这里上演。1月16
日，吕晓青看着一对对新人浪漫登记，许下一生诺言，她
的内心也感到无比幸福。

吕晓青是黄龙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副主任，这么多
年她帮无数对男女青年登记成功，这一点让她颇为骄傲
和自豪，她的热心、细心、耐心也让她收获了一片赞誉。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当促成了一段好姻缘，我心里也
很高兴。”吕晓青脸上洋溢着笑容。

让婚姻登记更有仪式感

“场景布置得特别有爱，真没想到，咱黄龙现在领证
这么有仪式感……”1月16日上午，在黄龙县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颁证大厅，吕晓青郑重地为新人何峰峰和爱人递
过结婚证，从这一刻起，新人便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终身大事”，是不少夫妻一生难
忘的幸福时刻，为了给新人更多仪式感，吕晓青想了很多
办法，做了很多努力。在她的带领下，婚姻登记处大变
样，墙上贴满了爱情标语，鲜花、气球摆放在各个角落，浪
漫气息扑面而来；在重要节气，还围绕爱的倡议、爱的告
白、爱的礼物等主题，设置诸多婚俗“小惊喜”，将现场氛
围一次次推上高潮，创造属于新人的“独家记忆”。

“以前领结婚证就是两个人填表盖章就结束了。但
是现在，年轻人都注重仪式感，我们登记处也要与时俱
进，我们以更趋向于年轻人热衷的方式来为新人记录爱
情，让婚姻登记更有仪式感……”吕晓青说。

此外，为了给爱“加分”，黄龙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按
照国家5A标准，科学设置结婚大厅、颁证大厅、家庭辅导
室等场所，为群众营造温馨、便捷的办事环境。在进行规
范化、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婚姻登记处进一步调整布局，
优化功能区域设置，提升登记办事服务水平。

做群众的贴心“红娘”

“谢谢你，不是你的话我们还得再多跑两趟……”新
人李文松为吕晓青送上喜糖，不住地感谢。

原来，就在 1月 1日新年第一天，新人李文松两口准
备进行结婚登记，结果发现身份证件没有带，吕晓青得知
情况后，赶紧替他们想解决办法，最终经过多方沟通协
调，新人在新年第一天登记结婚的愿望得以实现。

婚姻登记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通常情
况下，当事人前来办理手续，只要他们的身份符合《民法
典》《婚姻法》规定条件，所带证件齐全登记手续很容易办
结。但在特殊情况下，遇到棘手的问题，她也尽可能设身
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以诚心、热心、耐心为当事人排忧解
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把问题解决好，倾尽全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多次受到办事群众的赞誉。

不论是新婚还是再婚夫妻，她都热情、耐心为他们办
理相关手续。特别是对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来办
理结婚登记的时候一般都有些羞涩，遇到这种情况，她会
为他们倒两杯热茶，用热情、友善的微笑，打消老人们的
顾虑，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办理结婚登记。对于前来办理
离婚手续的群众，她也会耐心地倾听当事人的讲述，了解
他们的离婚原因，尽量劝解。

婚姻登记工作看似平凡，但它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因此，作为一名婚姻登记工作者，在日常工
作中，她时刻牢记“民有所想、我有所为；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的服务理念，践行着民政人

“上为政策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庄严承诺。

为爱加班，让幸福“不放假”

“情人节”“5·20”“七夕”……用同事的话说，所有浪
漫的日子吕晓青都在加班。

结婚登记是人生大事，选择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登记
结婚是许多准新人追求幸福婚姻的美好愿望。近年来，

“情人节”“5·20”“七夕”等具有美满寓意的日子备受年轻
人青睐。为满足广大适婚青年在特殊日子里领证结婚的
强烈愿望，作为经办人员，吕晓青主动带头加班，提供婚
姻登记延时服务，通过“午间不间断”“早晚弹性办”“周六
不休息”等实际举措有效提升婚姻登记服务水平，切实增
强办事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虽然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但为广大新人开启了
通向美好婚姻殿堂的“方便之门”，让更多适婚青年在他
们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实现心愿、不留遗憾，吕晓青
觉得很值得。婚姻登记工作既充满了人情味，又要维护
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要把这项工作做到人人满意，并非易
事。因此，她在工作中坚持强本固基，努力提高自身素
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认真学习《宪法》《民法典》《婚姻
法》《妇女儿童权益法》等与本职工作有关的重要法律法
规，特别是《民法典》施行后，她反反复复逐条逐句学，做
到准确理解、准确把握，确保当事人来咨询，都能给予满
意答复。

这些年，她历经基层多个岗位的锻炼，变的是工作岗
位，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初心。“每当为新人
办理完登记手续，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我自己也同样很
开心。我们会坚持将民政部门‘爱民、为民’宗旨践行在
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吕晓青说。

如何实现村集体经济由“单兵作
战”向“抱团致富”转变的良好局面？
黄龙就农村集约化发展给出了答案，
通过强村带动、产业牵引、村企联建、
村社融合、村村互助等方式，统筹各类
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推动乡村抱团发
展、共同振兴，走出一条农村集约集聚
发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强村带动
架起联农带农“彩虹桥”

“原来我家有几间房子空着，2023
年，我把闲置房屋入股到合作社，室内
外重新装修，开起了民宿，房屋也利用
了，收入也增加了，一举两得。”白马滩
镇神玉村村民王旺龙高兴地说。

距离黄龙县城 43公里的白马滩
镇，地处澽水之源，关山脚下，风光秀
丽、气候宜人。但发展不均衡、集体经
济薄弱、产业提升乏力等问题导致乡
村发展缺乏活力。

2023年，黄龙县先行在白马滩镇
开展试点工作，为该镇乡村振兴发展
打开了新思路。在前期充分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白马滩镇突破村级行政区
划，创新联村党组织建设，以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较好的神玉村为中心，联合
地域相邻，主导产业相近的白马滩、石
门、河西坡3个村，组建白马滩镇旅游
产业联村党总支，下设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旅游服务特色党小组，48名党
小组成员联村包户到人，引导群众大
力发展依山经济、沿河经济、庭院经
济。

“我们通过‘联村党组织+合作
社+企业+农户’的模式，由联村党总
支统一谋划部署，布局产业‘一盘棋’，
整合项目、土地和集体资金，将4个村
集体经济积累统筹整合，积极申报项

目资金，实现了景区统一化运营，旅游标
准化服务，农产品增值化加工，形成了联
村党建引领、强村产业带动、片区抱团发
展的工作格局，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源头
活水。”白马滩镇党委书记石玉龙介绍
道，“目前，四个村互助联建印象圪崂研
学基地、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白马云栖田
园民宿等 5个产业项目，引入鑫源核桃
开发有限公司、神玉云成研学实践有限
公司2个企业与联村党总支合作社合作
经营，1333户群众从中获益，联村产业
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产业联兴
开出乡村发展“共富花”

“多亏了合作社，要不然我那 60亩
玉米，光靠我们两口子，真是不知道啥时
候才能收完。”界头庙镇界头庙村村民吴
海印感叹地说。

作为黄龙县农业生产托管试点镇，
2023年以来，界头庙镇综合地理位置、

产业优势、自然条件、交通路线等因素，
以界头庙村为主导，联合带动小峪村、
景家塬村、红罗圈村 3个村成立农机合
作社，优选种粮大户、致富带头人、农机
手为社员，成立社会化服务特色小组，
实行机械作业生产，专业队伍管理，统
筹各类资源，将以玉米生产托管为主的
单一服务平台，逐步发展成为提供玉
米、核桃、苹果等多种产业全覆盖，产
前、产中、产后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农
机社会化服务平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
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受到了老百姓
的一致好评。

“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既缓解
了农村季节性缺劳动力，又有效解决了
农民种田难、效益差、采收难、土地撂荒
等问题。”界头庙镇副镇长、农业社会化
服务党总支书记马甲介绍道，“目前全镇
共托管土地 20450亩，服务农户 451户。
参与托管后，全镇有377人当上了‘甩手
掌柜’，成为富余劳动力，我们又通过联

村党总支集体搭建的劳务输出平台，帮助
他们转移就业，增加了非农收入，得到了
群众的一致肯定和认可。”

村村联盟
结出增收致富“甜蜜果”

“2023年将苹果托管后，果园冬管再
也不需要自己忙前忙后了。清园、整形修
剪等，只要我一预约，村集体就会派机械
服务队成员上地服务，并且机械都是最先
进的，作业效果比我们自己干好太多了。”
三岔镇木昌桥村村民高玉国提起村里的
苹果托管服务队高兴地说。

为解决果园老化、优质果率低、投入
产出比下降、农户果树管护水平参差不齐
等问题，三岔镇充分借鉴吸收兄弟乡镇在
玉米托管服务方面的成熟经验，把推动苹
果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三岔镇利用木昌桥村、孟家山村地域
空间相邻、产业基础相似的特点，组建技
术、劳务、机械三支托管服务队伍，创新推
出“党建引领、三支队伍、保险兜底、全程
监督”的“1311”苹果社会化托管服务，并
邀请市、县果树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对“土
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按苹果生产周期为
托管农户提供技术支撑和修剪、疏果、套
袋、采摘等标准化作业服务，辐射带动全
镇苹果托管服务发展，使苹果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精细化转型升级，实现了“集
体有增收、群众能致富”。

“通过联村党建推动苹果托管，实现
了党组织有凝聚力、合作社有活干、村集
体有钱赚、群众有收益、产业发展后劲足
的多方共赢局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镇
积极构建联建党组织产业联盟发展格局，
推进产业优势互补，形成跨村土地流转、
用工流动、技术联合的产业振兴共同体，
推动产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壮大。”三岔
镇党委书记强敏说。

吕晓青：
当好“红娘”搭好“鹊桥”
通讯员 白杨越

● 吕晓青在为新人颁证

凝聚群众同心力 奏响振兴新华章
——黄龙县走出农村集约化发展新路子

通讯员 杨瑛 刘小燕

● 三岔镇托管苹果喜获丰收

绿水青山守护人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常青

孟振平：37年只在家过了
两个团圆年

今年是黄龙县圪台国有林场砖庙
梁瞭望台瞭望员孟振平工作的第 37
个年头。一个人、一个望远镜、一个罗
盘仪，37年来孟振平每天都重复着枯
燥而艰苦的工作。他对这份工作的热
爱，早已诠释在火情监测的每一天，他
的心已紧紧地跟山林融为一体，一草
一木都是他的“孩子”。

每年的 10月至来年的 6月，都是
黄龙县最为重要的森林草原防火期，
这个时候，孟振平都会比平常更认
真，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看好这
座山。

“对我来说，看不见烟、看不见火
就是最好的消息，每天才能踏实睡
去。”早晨，天刚蒙蒙亮，孟振平又爬上
楼梯，查看四周山林情况，认真分析对
比，准确判断烟火与恶劣天气的差异，
保证不出现误测误报情况。寒风呼呼
地吹着，他警惕地看着四周，如数家珍
地向记者介绍起各处的情况。

37年前，孟振平被分配到砖庙梁
瞭望台。那时，砖庙梁村条件差，水、
电不通，且人迹罕至，偏僻难行，很长
一段时间，孟振平都是靠着挑水和点
蜡烛硬撑了过来，直到近些年，条件才
逐渐好起来，其间很多人都受不了恶
劣的环境选择调离了岗位，只有他几
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这里。

林业的工作性质特殊，防火期内
更是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37年里，
家在外地的他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这么多年他只回家过过两个团圆年，
每年都把回家过年的机会让给了别
人。让他最遗憾的就是妻子的匆匆离

世，去年，在妻子病重的时候正值防火戒
严期，放心不下工作的他也只陪伴了几
天，这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只要工作需要我，我会一辈子都待
在山中。”望着眼前的茫茫林海，孟振平
感叹道。

张富平：每天步行30里地，从
不间断

一身迷彩服，一些干粮，一壶水……
就是他的巡山装备。20多里地，白马滩
林场灵火管护站护林员张富平每天要走
六七个钟头，仔细排查有没有野外用火、
乱砍滥伐、私采滥挖等现象。

1981年张富平加入护林员的行列，
回顾这些年，从最初的步行到自行车和
现在的小轿车，交通方式变革了，但他依
然坚持用步行的方式来巡查，用他的话
说就是：“步行最踏实，看得最仔细。”

“每天巡查的地方路线都不同，林子
里每个地方都要去看看。”虽然每一条巡
山的路他都走了无数次，但每一次他都
像刚参加工作时候那般认真。林区很多
地方都没有路，需要自己开辟小路，他就
在荆棘丛中边走边查看林木的生长及病
虫害等情况。

“我们不仅是巡查员，也是劝导
员，提醒游客进景区前上交打火机、火
柴等火种。遇到有游客来，还要给他
们宣讲不能野外用火等防火知识。”张
富平说。

每年的森林防火戒严期，张富平和
队员们便开启了“无休模式”，每天天不
亮就要上山，天不黑不下山，清明节假日
期间更是要凌晨四五点钟就上岗，只要
不下雨，他们便准时准点地穿梭在山林
之中，进行巡查、管护工作。

40余年巡山护林生涯，对于张富平

来说，林场早已成了家，一年大部分时间
都生活在林区，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
热爱这份护林工作，更热爱这片大山。

守着这片浩瀚的林子，日子虽然漫
长单调，但眼前的绿让他引以为傲。
2024年，张富平就要面临退休。说起干
了半辈子的护林工作，他一脸不舍。

“几十年过去了，山更绿了、林更密
了，人们的防火意识也增强了，这让张富
平很有成就感。”张富平说，这片林区真
心舍不得离开，也放心不下……

守护：67年无火灾发生

孟振平和张富平不是个例，他们只
是护林员中的普通一员。在黄龙，护林
员早已成为深入推进黄龙生态建设的一
支主力军。漫长岁月，他们与青山、寂寞
为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履行着
护林员的光荣职责，坚定地保护着一草
一木、一山一水，奏响了生态黄龙的华丽
乐章，实现了连续 67年无重大火灾发
生，有效保障了森林资源安全。

作为“陕西的一叶肺”，黄龙的自然
资源不仅是大自然赠予的珍贵礼物，也
是几代黄龙人精心培育和保护的成果。
用孟振平的话说就是：“上下一行，守好
这片林。”

一直以来黄龙县把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自然禀赋，作为最宝贵的资源、最突出
的优势、最靓丽的名片，始终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立
县”发展战略不动摇，按照“预防为主、积
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方针，全
面落实林长制和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
制，广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狠
抓各项森林防火制度的落实，加强扑火
队伍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有

力措施，堵塞各种漏洞，消除火灾隐患。
为了守护好森林资源，为全县 8459

个坟头设立“户口簿”，紧盯春节、清明等
重要时段，实行预约式、跟踪式服务措施，
大力倡导绿色、文明祭祀，通过送树苗、鲜
花换纸钱、植树兴绿等活动，最大程度减
少重点时段野外用火行为。盯牢山头、地
头、坟头、林边、地边，168个重要沟口和
376个主要路口落实专人值守，严禁携带
火种入山进林，实现了山头有人管、林区
有人护、路口有人守、坟头有人看的工作
局面，切实把火源火种堵在山下林外。同
时，积极发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作用，加
强与相邻县、镇、村的沟通，筑牢“无缝衔
接、联防联保”防线，坚决防止域外火烧
入。

此外，县财政每年固定列支 100万元
森林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紧盯人
防、物防、技防 3个环节，确保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顺利开展。聘用 352名村级防火
巡查员，做到巡查人员县域全覆盖。

科技也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加
持”。为进一步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黄龙县积极推广新技术、新装备的应
用，加大智慧防火、林火大数据、无人机巡
航等项目建设，森林防火现代化、数据化、
智能化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实施了森林
防火指挥中心、森林防火视频监控建设项
目，利用防火指挥沙盘、监控、路控等技术
手段，实现了对全县重点地段和林区全天
候 24小时不间断监控巡查，火情早发现、
早预警、早处置的能力大幅提升。

而今，行走在黄龙县的绿水青山间，
绿色生态的美好生活成了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黄龙上下一心努力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预防森林火灾，助
力生态环境保护，当好生态卫士，书写绿
色篇章。

孟振平在巡查孟振平在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