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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宝塔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委托，我公司将对下述标的
租赁权以网络拍卖的方式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宝塔区北关小学沿街6间房屋三年租赁权，单间拍租，每间面

积约18㎡。
2.宝塔区南关街华龙大厦院内一楼部分商业用房三年租赁权，

面积约480㎡。
3.宝塔区二道街中古楼商厦六楼部分房屋五年租赁权，总面积

约128㎡。
4.位于宝塔区李渠镇李家沟村宝塔区种羊场所属的二号地块

（面积约13295㎡）五年租赁权。
二、拍卖时间：2024年4月8日10时
三、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四、标的预展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五、其他事项：详见网络上的标的介绍。
有意竞买者请于即日起通过手机下载“中拍平台”App，并注册

报名，交纳竞买保证金。
公司地址：延安市新区瑞金街民投金融小镇B栋二楼
联系电话：0911-2119510 13891110956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4月1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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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
量。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
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紧紧依
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大
业。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
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全

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
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
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
断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上接第一版）
“今年，我们将持续狠抓‘高

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夯实‘一个
项目，一个责任单位，一个工作专
班，一名包抓县级领导’的‘四个
一’工作机制，扎实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
达效，切实为推进新时代延安加快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六四’工作
布局突破起势贡献吴起力量。”吴
起县项目办主任宗明东说。

3月 14日，子长市第一季度
7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62.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0.4亿
元，开复工率 72%。其中新建项
目开工32个，开工率53.3%，续建
项目39个全部复工，涉及城市有
机更新、教育、安全饮水、生态环
境和能源化工、公共服务等多个
领域。同日，黄陵县第一季度 61
个重点项目在黄陵县科技产业园
（双创园区）集中开工。开工项目
数量多、投资规模大、产业占比
高，涵盖能源、电力、化工、农业、
文旅、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3月 15日，黄龙县第一季度
4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奋力实
现“开门红”。开工项目涵盖先进
制造业、创新驱动产业、基础设
施、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多个领
域。同日，洛川县第一季度57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今年，洛川
县计划实施重点项目81个，总投
资1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7.1亿
元，其中续建项目6个，新建项目
75个。目前一季度已开工57个，
计划二季度开工24个，开工率一、
二季度分别达到70%和100%。

3月 19日，安塞区第一季度
59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复工，
其中新建项目40个、续建项目19
个，总投资 153.9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80.1亿元，涉及市级重点项
目 23个，涵盖能源化工、农业产
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领域。

“我们将在项目谋划、审批服
务、环境保障和建设推进过程中
持续发力，充分运用好‘张思德文
明服务+’和‘周解扣’工作机制，
助推安塞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塞
区经发局项目办主任冯晓春说。

不负春光好，项目建设忙，一
曲曲催人奋进的建设交响曲，正
在延安的绿水青山间热烈回响。

积势蓄能，推动高质量
发展迈出新步伐

春风送暖，万物竞发。一季
度，延安狠抓项目建设，加强跟踪
问效，全方位做好项目服务保障
工作，确保一个个重点项目早转
化、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让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底盘更稳，让
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动力更足，让
区域发展均衡性持续增强，推动

延安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加坚定
的步伐。

黄龙县是国家级生态功能区、
陕西北部地区光伏发电最具增长潜
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依托生态
资源优势，黄龙县积极探索发展新
能源产业，目前14个光伏和新能源
发电项目已建成并网，总装机规模
达 560多兆瓦，每年可输送约 9.44
亿度电。

“今年，全县在建的新能源项目
有5个，均为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达
900兆瓦。到今年年底，这5个新能
源项目全部建成并网，届时年发电
量将达到 20.24 亿度，产值 9.2 亿
元。项目整体运行后，每年可节约
标准煤 71.6 万吨，减少烟尘排放
9072吨。”黄龙县经发局局长都彦
峰说。

延长石油伴生气综合利用项目
郑庄镇陈旗站于今年年初开工建
设，项目占地面积17.1亩，计划投资
6900万元，建设油田伴生气液化回
收站 1座，配套建设原料气处理系
统和LNG液化系统、装车系统等工
艺生产装置以及辅助生产设施、消
防设施等。

“目前，项目已完成建设80%以
上，所有设备完成安装，正在进行设
备管道连接工作。项目建成后，年
产混烃约 5800吨，年产 LNG约 2.3
万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9000余万
元，年税后利润约 2800余万元，具
有良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延
长石油伴生气综合利用项目郑庄镇
陈旗站项目负责人杨镇说。

西延高铁是包海高铁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米”字形高
铁网的组成部分。三月份以来，西
延高铁宝塔段全面复工，延安火车
站施工现场正在对改扩建的高铁路
基进行回填，柳燕隧道明洞和新尚
家沟隧道水沟电缆槽正在铺设，环
建包西线边坡护坡格栅拱架加速进
行，无砟轨道线室外实验如火如荼，
全线各作业面建设者们都在全力以
赴抢时间、赶进度，确保工程建设稳
步推进。

中铁二十一局西延铁路十三标
项目部副书记吴建才说，按照西成
公司“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保开
通”的要求，目前西延高铁宝塔段已
上场400余人、机械20余台，延安火
车站、柳燕隧道、二十里铺特大桥等
作业面已全面复工，正在全力冲刺
年度生产任务目标，确保早建成、早
投运、早惠民。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昂扬奋发
的时代画卷里，延安的建设者们，正
向着春天进发，朝着梦想奔跑，共同
用奋进姿态持续掀起高质量项目建
设热潮，扎实推进新时代延安加快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六四”工作布
局突破起势，努力为谱写陕西新篇、
争做西部示范增新光、添浓彩。

向着春天进发 朝着梦想奔跑

（上接第一版）
一代代消防员，也在优良作风

的薪火相传中拔节成长。在张思德
纪念广场，他们集体诵读《为人民服
务》；在南泥湾，队员们追忆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每当有新消防员入队，队里都
会组织他们参观革命旧址，诵读誓
词、重温队史，这是我们雷打不动的
入队第一课。”宝塔站一级消防长张
保愿说，“‘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
难，给人民以力量’，这是我们的誓
言，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传家宝”。

情系人民：奋斗不止的为
民初心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延安
红色家风馆，“革命爱情”的篇章，也
最能吸引参观者的目光。

“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
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而显得
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
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
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
切的安慰……”

这是1947年中秋，转战陕北途
中的周恩来写给远在河北的邓颖超
的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两人为了
事业不得不暂时分离。尺素遥寄，
却照耀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相濡以沫、心有大爱、事业为
先，这是延安时期无数革命伉俪鲜
明的家风品格。”延安红色家风馆馆
长谢文博说，当代人不曾经历枪林
弹雨，但都能从革命先辈的爱情观、
家庭观中找到共鸣。

光阴流转，无论伟人抑或凡人，
奋斗者的爱情，总是格外浪漫。

头顶草帽、脚蹬胶鞋，身上老旧
的工作服磨破了边角。“不像专家像
庄稼！”这是许多人对杨建利和妻子
王春丽的第一印象。

9年前，这位陕西省杂交油菜
研究中心的专家到延安市郊的庙沟
村调研，一进村，便被果农团团围
住。虽是苹果优生区，但这里土壤
裸露、蒸发量大，水资源利用率极
低。农民的眼神无奈而渴望，杨建
利深受感染。

“油菜长得快，很快就能把地面
覆盖住，能不能发挥些作用？”灵光
一闪的念头，让他拉起队伍、卷起铺
盖，在庙沟村扎了根。

油菜种一茬死一茬，杨建利急
火攻心，曾高烧三天三夜不退。身
为同事的妻子放心不下，也加入他
的团队。数九寒天，大风从坡上刮
过，夫妻俩上山查看苗情，“就像背
着一个大冰块”，冻得难以动弹。起
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
他俩有100多天住在村里。

女儿劝父母休息，但放不下乡
亲们的心结，推着夫妻俩不断前
行。9年过去，他们探索出的“陕北
果园绿肥油菜保墒培肥技术”已在
90万亩苹果园中应用，实现秋雨春
用，还为黄土高原添了一道风景。

出身农家，杨建利极少对妻子
说浪漫的情话。大学毕业后，他俩
只在 5年前的国庆节，被下乡探亲
的女儿硬拉着看了一场电影。那
场《我和我的祖国》，令杨建利心潮
澎湃。观影结束，他发了一条朋友
圈——“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
生”，收获了老乡们一致点赞。

时至今日，最初的团队里有人
退休、有人调离，只剩下这对夫妻还
在坚守。

“我俩最浪漫的事，就是果农高
兴地说，用了我们的技术，苹果丰产
了。”杨建利说，拿着国家发的工资
和科研经费，就要实实在在做出成
绩，“夫妻携手把论文写到农民的心
坎里，难道不是一种幸福？”

皮肤黝黑，脸上多了片高原红，
这是夫妻俩在黄土地上捶打出的样
貌。

83年前，同样是在延安，也有
一群人在黄土地里捶打出一种精
神。

1941年春，北风依然凛冽，三
五九旅的战士们高唱“一把镢头一
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
歌，浩浩荡荡挺进南泥湾。搭草棚、
挖窑洞，扛起镢头、日夜开荒，他们
战天斗地，将“烂泥湾”变成“陕北的
好江南”。

彼时担任副连长的刘宝斋是其
中一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返
城工作的机会，一生留在南泥湾。
多年以后，儿媳侯秀珍继承他的事
业，扛起镢头上山种树，让生态一度
遭到破坏的南泥湾再披绿装。

如今，坐在家中小院，年近八旬
的侯秀珍时常指着墙角的两把老镢
头，向来访者娓娓道来：“一把是父亲

开荒时用过的，一把是我上山种树用
的。我会坚持在这里，把南泥湾人的
家风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村头的游客中心，《南泥湾》悠
扬的曲调不时响起，生活早已翻开
新篇。植被覆盖率达 85%，湿地公
园里游人如织，民宿酒店生意火爆，
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南泥湾也迎
来又一次蝶变。

“家风体现着一个时代的风貌。
情系百姓、奋斗不止的为民情怀，记
录在延安时期革命者的家风家训里，
也流淌在一代代老区人的接续奋斗
中。”延安市妇联副主席苗静说。

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价
值追求

时近清明，黄龙县石堡镇八家
梁村，老支书乔占山的坟前，多了几
束村民献上的鲜花。

人过留名。24年前，年逾花甲
的乔占山，被镇党委动员去八家梁
村任职，自此披星戴月、风雨无阻。
引水、修路、种核桃，凭借一腔热血，
他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硬是将这里

“山高路窄像羊肠，吃水如油仓缺
粮”的穷根拔掉。

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后，
组织上让乔占山继续带一带新人，
他这一带就干到了生命的弥留之
际。2017年 5月离世前 3天，他还
在村里办公。

几张工作照、不到 1万元的存
款，是乔占山仅有的遗产。为群众
操劳一生，他的 5 个子女都是农
民。“以老乔的声望，他如果有私心，
完全可以给子女谋个城里的工作，
但他不会这样做。”石堡镇党委组织
委员党娜说。

2020年 7月，同是在年过花甲
的年纪，乔占山的长子乔治民在石
堡镇泄湖村当选村支书。沿着父亲
走过的路，他组织村民闯出新天地：
建起 11座温室大棚发展反季节蔬
菜，小山村里自此四季尝鲜；数十座
乡风浓郁的民居拔地而起，60多户
避灾搬迁户即将迁入新居……

“父亲常说，当干部不为群众做
事，还不如黄龙山上的狼牙刺。”乔
治民说，父亲一生清廉，却为他留下
了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这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情怀。
“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

里仅有衣穿饭吃……我们的党专为
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
利……”延安红色家风馆，一块展板
前，讲解员李惠一字一句读出毛泽东
写给表兄文运昌、婉拒对方希望到延
安谋职的家书。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
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泽东同志为全
党作出表率，体现了革命领袖严于律
己的道德修养和无私奉献的胸襟境
界。”她说。

听闻这段往事，前来学习的全国
劳模、延安市安塞区雷坪塔村村民张
莲莲感慨万千。72岁的老人，不禁回
忆起父亲张静为她立下的家规。

时间的指针倒转回上世纪 80年
代初。当时，张静任原延安地区林业
局副局长，亲友劝这位“大官”为张莲
莲安排工作，他严词拒绝，只留给女儿
一句话：“上山造林吧，坚持下去，就一
定能有好光景！”

听从父亲教诲，张莲莲扛起锄头，
爬上荒山。没有树苗就自己掏钱买，
没有水窖就肩挑石头自己砌，柔弱的
双肩，时常被扁担磨得鲜血淋漓。

每逢假期，父亲便从市区赶来，陪
女儿一同种树。梁峁上、斜阳里，父亲
的背影，带给张莲莲坚持的气力。

40多年间，张莲莲用坏 100多把
锄头，穿坏300多双鞋，栽下20多万棵
树，将荒山秃岭变成满山绿海。长期
劳苦令她的右膝盖骨因伤摘除，有时
一个简单的伸缩动作，还能听到人造
膝盖嘎嘎作响。

张静逝去多年，这股气力仍在传
承。结婚第二天，李红卫就被婆婆张
莲莲拉着上山植树。2015年起，李红
卫和丈夫传承母业，在千亩林地里创
办生态农场，发展林下养鸡，带动了当
地124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2021年 4月，李红卫被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回到家中，她双手将
奖章捧给张莲莲。两代劳模执手相
看，满脸欣慰。

守望绿水青山，红色家风不绝。
站在张莲莲家门前，院墙上“植树

造林一定会过上好光景”的家训格外醒
目。举目四望，山峦叠嶂，草木葱茏。

家道正，而天下定。跨越历史的
沧桑，时代的回响依旧嘹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阳春三月，甘泉县多家企业相
继按下复工复产“启动键”，奋力冲
刺一季度“开门红”。

走进甘泉县工业园区甘泉八千
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
一股浓浓的豆香扑面而来，工人们
正娴熟地操作着现代化生产设备，
一粒粒双青豆经过筛、洗、泡、磨、
煮、卤等多道工序后变身为美味的
豆腐干、豆浆、鲜豆腐等产品，经工
人打包、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正月初七恢复正常生产，
目前所有生产线全面开工，每天投
豆量达到 15吨以上。”该公司生产
部副总经理崔锦武说，近期订单明
显增多，在岗工人已经无法满足生
产需求，公司将通过招聘人员提高
产量，并计划研发“妃尝萌”等豆腐
干新品，拓宽生鲜类五种产品，增加
四季豆浆等产品，进一步提升产量
和销量。

在生产部休闲车间，工人们正
忙着将一包包成品豆干整理装箱，

一箱箱包装精美、香辣可口的豆腐
干堆积在厂房内等待发货。

“我在家门口上班，不仅能打发
时间还能赚钱，感觉干起活来更有
劲了。”生产部休闲车间整装组组长
王芳说。

甘泉八千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以生产甘泉豆腐干为主、兼营
其他豆类食品开发加工为一体的民
营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八千里牌豆
腐干产品已占据陕北市场主导地位，
成为甘泉的“金字招牌”，公司设计年
产能达10万吨，产品主要销往陕北
区域及西安、内蒙古等周边地区。

“2023年，我们全品类产值增
长9.03%，年产量达到5300多吨，目
前已全部复工达产，豆腐干日产量
达到 3000多箱。各类豆制产品主
要通过线下代理、电商平台等方式，
销往全国各地。”该公司市场营销部
经理周放说，将紧紧围绕增规模、抓
规范、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不断
研发新品，争取实现销售额增加

7.5%的年度目标。
同样，在园区纳豆生产基地的

车间厂房里，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工作，只见一颗颗黄豆被装进特制
餐盒内，送往发酵间进行发酵，20
小时后，纳豆就变成健康可口的美
食，经打包装箱后销往全国各地。

生产组组长乔艳介绍说，自全
面复工生产以来，纳豆日生产量达
1万余盒，产量有大幅度的提升，目
前能够保障市场正常供应。

陕西新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6年成立以来，深耕细分市场，
生产纳豆、豆豉等产品，通过拼多多
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仅2023年
公司总销售额达到 800多万元，线
上销售额约 600多万元，纳豆年产
量300多万盒。

“我们生产的豆豉、纳豆产品，
具有降血压、调血脂、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等功效，而且产品质量过关，口
感绝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实客
户，线上销售火爆。2024年，希望

能实现线上销售额 1200万元以上。”
陕西新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武
鹏鹏说。

甘泉县工业园区 2009年启动规
划，同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第一批重点
建设的县域工业园区，目前，产业园建
成标准化厂房 5万平方米，已有矿泉
水、果汁饮料、口袋鸡、腌猪肉、纳豆等
22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入园企业达到
34户。2023年，园区实现生产总值
30.19亿元，税收 7170万元，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9.8亿元，新增就业 512人，
持续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

“我们将以创建省级高新区为动
力，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紧紧围绕
食品加工、快递物流、能源装备制造三
大板块、三条产业链，全力在严链、强
链、补链上下功夫，积极打造硬核拳头
产品，力争把甘泉县工业园区建成百
亿级特色产业园区和全省创业创新示
范基地，以链式经济助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甘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主
任赵延峰说。

园区企业生产加速 线上销售日益火爆
记者 白雪 吕辰雪 通讯员 杨辰毅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新一批及通过
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
单，陕旅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被命名为新一批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陕旅集团延安公司肩
负红色文化传承使命，致力于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创新推动红色文化
资源的开发和转化，构建起“养、宿、
体、智、娱、旅、研、教”为一体的红色
旅游综合服务新模式，始终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融合发展，推出
系列兼具区域文化和旅游特色的拳
头产品，紧跟文化旅游消费趋势提
升服务质量，培育“文旅+”融合新
业态，助力延安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

其中，金延安文化旅游产业园
区重现了千年前的北宋延州城历史
风貌和30年代的老延安城街景，将
红色历史、文化体验、民俗展演、实
景演艺、民宿主题院落等业态融合
一体，形成文化院落民宿、红色培

训、文化创意、中国品牌团建营地、
青少年研学、演艺产业、教育产业、
文体康养等八大主力业态布局。精
心打造的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
安保育院》生动呈现革命时期的峥
嵘岁月，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
三年》用旅游演艺讲好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延安红色家风馆》用感人
的革命家风故事重温红色经典、汲
取精神力量，《延安记忆》通过高科
技演绎红色圣地的历史传奇。

此次陕旅集团延安公司获评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将进一步提
升延安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丰富新型
文化和旅游消费业态，为延安市旅游
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陕旅集团延安公司将继续以讲好红
色故事为核心、传承延安精神为己
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不
断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文化体验项
目，提高文化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动能与韧性，为
延安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
陕旅延安力量。

陕旅延安公司获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白
秀琴 田红梅）近日，在黄帝陵景区
的印池湖面首次发现了一群红嘴鸥。

记者看到，在湖面上停留的红
嘴鸥有30多只，它们时而在湖面上
游弋觅食，时而低旋飞行，优美的

“舞姿”与黄帝陵景区一池春水相交

融，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红嘴鸥在中国主要为冬候鸟，部

分为夏候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春季迁到东北繁殖地的时间为3-4
月，秋季于9-10月离开繁殖地往南
迁徙，在陕西出现比较罕见。据黄陵
县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永浩介绍，红

嘴鸥俗称“水鸽子”，体型大小与鸽子
相似，与体型细长的白鹤相比，有明
显的辩识度。“此次是首次发现红嘴
鸥造访黄陵，可能是因为气温逐渐回
升，春季迁徙的红嘴鸥路过我县停留
觅食，也充分说明了黄陵县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了。”杨永浩说。

近年来，随着林业生态建设不断
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力度有力加强，黄
陵县森林面积持续增加，森林覆盖率
达到 76%，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
多，金钱豹、黑鹳等国家保护动物相继
出现，形成天蓝、水绿、山青、林茂的良
好生态格局。

黄帝陵景区首次发现30余只红嘴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