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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会议讨论了国务
院拟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稿。会议认为，过去 5年，面对
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刚刚过去的2017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全面实
现，一些重要指标好于预期，经济运
行呈现出增长与质量、结构、效益相
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
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
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特别在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
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
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要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扩
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提高
政府效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连日来，参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学习
班的学员们全神贯注地学习、积极热烈地讨论……
通过学习，他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如何以“大学习”为全年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成为学习班上大家思考的热点。

燕胜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进

行封闭式学习，让大家把心收回来，通过全面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
神，更深入透彻地了解、掌握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
这很有必要。”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燕胜利连着
三年参加了主题学习班。他说，作为领导干部，要
先把电充足，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去，争取为全市追赶超越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学习，大家工作的方向更加清楚，下一步
就是干好本职工作。如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燕胜利说，作为商务部门，2018年要重点做
好以下几件事。第一，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按照创
新发展的要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促进外
贸工作快速发展，积极参加好省商务厅组织的各类
展会及国外境外的活动，让我们的产品和企业走出
延安、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第三，促进市场秩序规
范发展，将重点开展二手车交易市场、典当行、拍卖
行及报废汽车拆解等领域的专项整治，确保老百姓
放心消费；第四，做好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工作，通过
开展便利消费进社区、便民消费进家庭活动，满足
老百姓就地消费。第五是抓好党建工作，履行的部
门的职责。

张栓林：为全市人民提供一个优良的水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

过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栓林感触颇深地说。“但目前，延安的实际是水少、
水脏，这是我们水利人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

张栓林表示，今年，市水务局将围绕强党建、聚
活力，抓水源促配套，治脏水、优环境的总体要求，变
污水为优水，变死水为活水，变脏水为净水，努力为
全市人民提供优质的水产品、优良的水环境。

“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上。”张栓林认为，我市
水污染问题的关键是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建立的
污水治理厂运行不正常。所以，今年我市谋划了
88个治污项目，投资27个亿，由各县区和相关部门具体落实，确保河道水
质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还要继续以河长
制为抓手，在治理脏水上下功夫，强力推进千人治污活动。要以“五小”水
利工程建设为中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建设水富乡村、水美乡村示范
点，确保水利兴延、富延目标的实现。

贾治华：育小扶中抓大，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几天的集中学习，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

更深的体会，收获很大。”市中小企促进局局长贾治华是第一次参加全市领
导干部主题培训班。

他说，目前，延安的非公经济数量少、规模小，占比相对比较低。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立足新时代，这既回应了社会的重大关切，也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贾治华表示，今年，市中小企业促进局将按照育小扶中抓大总体思路，
通过政策支持和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培育小型企业，集中精力抓中型企业，
重点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全力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努力形成铺天盖
地的中小企业，顶天立地的大型企业这一格局。

路树国：实现果业收入倍增
“通过对总书记系列讲话学习，体会到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经济正在从

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我们做好全市的果业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作
用，简单地说，就是从过去有没有到现在好不好的转变。”市果业局局长路
树国说。“过去，我们不断地扩大苹果种植的规模就是解决一个有没有的问
题，现在苹果产业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就是实现了有没有这个目标。”路
树国说。

路树国认为，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当务之急是要抓好苹果产业
的后整理，这是提高果业综合效益、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加快分拣、
分选、冷气储能、品牌营销等工作的推进力度，强化“延安苹果、洛川苹果、
梁家河苹果”三大品牌的构架让更多的消费者入心入脑。要加强产业融合
发展，在强化前生产的基础上，下功夫加大一二三产的融合力度，实现更大
的经济价值。要强化果游结合，利用好延安近400亩的果园，让更多的人
来旅游观光采摘，形成果游结合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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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农历大年初二，
位于宜川县云岩镇北部塬上的
永宁村热闹非凡，醇香的米酒，
金黄的油糕，大红的剪纸，喜庆
的灯笼、火辣辣的秧歌，时尚动
感的广场舞……这个地方的年
味分外浓。

每年的这一天，在外工作、
上学的永宁人都会回到家乡寻
根祭祖、拜祭家庙，举办秧歌汇
演、联欢会。到了晚上，还会燃
起熊熊的篝火，亲人们载歌载
舞，共祝新年，好不热闹。

永宁村是一个典型的望族
古村落。永宁先祖凭借勤劳和
智慧，创造了富裕的物质财富，
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就了
永宁村的辉煌历史。耕读传家，
读书尚德。如今，永宁村家家重
教，户户尚文，他们牢记祖训，发
扬祖上优良传统，积极热心公益
事业的家风，至今为世人称道。
特别是该村组建的“文化工作
队”，在 2017 年全省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中被省委宣传部评
为“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下午 1 点整，村民们在薛氏
祠堂拜祭家庙后，纷纷来到广
场，一起观看、参演“情系永宁”
2018 年永宁村第三届春节联欢
晚会。威风锣鼓、少儿舞蹈《欢
天喜地过大年》、歌曲《土豆歌》
《情恋红苹果》、朗诵《家乡的童

年》、小品《永宁明天更美好》《永
宁情缘》、快板《我是永宁娃》、广
场舞《欢聚一堂》……一个个由
村民们自编自演的原创节目精
彩纷呈，每个节目都紧扣“情”
字，或喜庆或温馨或幽默或激
昂，在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呈现

出与一个尚德重教、文化底蕴深
厚的古村落的别样年味。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
永宁美丽乡村、古村落、民俗文
化村建设，把宜川优秀的传统文
化传承、发扬、传播好。”宜川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高鹃满怀信心

地说道。
据悉，本届“情系永宁”春节

联欢晚会还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向全国及海内外的宜川人倾情
呈现，活动当天共有 6.7 万人通
过网络直播感受到了家乡的浓
浓年味。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娜）除
夕一过，在安塞随处可以看到穿
着红红绿绿的男男女女欢快地闹
着秧歌。秧歌拜年是安塞年俗中
独特的风情，俗称“沿门子”，寓意
送福送红火，一年顺顺当当。

大年初八，秧歌队“沿门子”
到各家各户及各单位的院落里拜
年，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里工作顺
利，万事如意。根据院子的大
小，或闹大场子，或踢小场子，等

秧歌队伍转成一个大圆圈后，伞
头会即兴演唱各种拜年的贺词，
吸引许多路人也纷纷进来驻足
观看。

据安塞区童士莲拜年秧歌队
的童大妈介绍，正月里除了挨家
挨户送秧歌“沿门子”外，在区体
育场还会有由各镇街举办的春节
文化演出、表演说书等活动。“‘沿
门子’是实实在在的祝福，这才是
过年该有的味。”童大妈说。

2月16日，大年初一清晨，黄
陵二号煤矿副二斜井，鸣笛声伴
随着灯光由远至近，一辆无轨胶
轮车沿着幽深的巷道缓缓地驶出
井口，十几名矿工走下车来。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张灯结
彩，团聚一处，黄陵二号煤矿的工
人们仍然坚守岗位。“煤矿从以前
的炮采到现在的综采，机械化程
度高了，安全保障也越来越好，今
年我把家人都接过来，在矿区过
年，加班不算什么。”该矿准备队

副队长张昆说。
“我工作 25 年了，自从当了

安检员，春节从没回过家，早就习
惯了。”安检员付焦坪说。今年
45岁的付焦平是铜川焦坪人，来
到煤矿工作20多年，他深刻感受
到了矿区的变化。“当安检员，有
停产权、停工权，只要与安全有关
的工作我们就有权管。现在班班
都有领导跟着矿工一起下井，发
现安全隐患当场就能解决。”他
说，“矿上的年夜饭，一年比一年

吃得有安全感。”
鸡腿、猪蹄、小酥肉、肉夹馍、

肉丸子……职工食堂每天的饭菜
从不重样。“大过年的，矿工兄弟
下井本来就辛苦，我们能做的就
是让大家顿顿吃上‘年夜饭’。”餐
厅管理员高同城一边招呼着厨子
上菜，一边张罗着职工排队点餐。

“春节期间，留守职工的精神
状态难免会有一些波动，我们特
别制定了一些安全措施，在班前
会上对职工一个一个进行排查，

发现有喝酒的，或是精神状态不
太好的，一律不许下井。”特殊的
节日里，该矿综采二队队长李磊
有着特殊的管理办法。

除夕夜，为了给矿工兄弟送上
节日的问候，矿嫂们精心准备了丰
富的新年礼物。矿嫂张红萍也陪
着老公一起在矿上过年。“我知道
矿工兄弟们的不容易。过年了，我
们大家聚在一起，就像亲人一样，
为的就是让不能团圆的人也感受
到大家庭的温暖。”张红萍说。

节日里的坚守
通讯员 史灏 本报记者 李星棋

宜川县永宁村：

民俗年味儿分外浓
本报记者 肖金雄 通讯员 宁鹏 李文振

安塞区：“沿门子”拜年送祝福

● 永宁村广场上扭起了大秧歌

（上接第一版）陈天强再三恳求，曹风
梅想一想丈夫的境遇，心就软下来，同
意让老人先住下。没想到，老人这一
住就是十八年。

（二）

十八年来，陈天强夫妻俩把老人
当成自己的亲妈，处处留心照顾，吃喝
穿戴不让受一丁点罪。老人也慢慢放
下戒备，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看
到老人无忧无虑地生活，陈天强心里
得到了很大慰藉。

老人留下了，但没有户口。陈天强
考虑到母亲将来要是生病了，没有证件
连医院都住不了，从2012年开始辗转
为母亲办户口。老人是流浪到小山子
村的，她道不清自己的来历，想要办理
户口，难度可想而知。果然，调查人员
来村里调查之后都摇头，但陈天强钻了
牛角尖，非要给母亲把户口办了。

小山子村包村片长薛飞告诉记
者：“老陈母亲的户口是真的难办，这
就像是给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上户口
一样，费事得很。我们最后是根据老
人零碎的记忆，给她取了李桂花这么
一个名字，又根据她的口音，大致确认
是志丹人，这才在 2017年 12月 18日
帮老人家上了户。”

户口本拿到手，陈天强心里的石
头才算是落了地。户口本上多了一个
人，这个家也变得更完整了。

“我妈虽然头脑不清，但对家人很
亲。我平时在外打工，照顾不过来家
里，她就帮我媳妇干些家务；媳妇要下
地干活，我妈就留在屋里看家；我从外
地回来了，她顿顿吃饭非要等我坐下

才肯动筷子。”陈天强憨笑着说。
把一个萍水相逢的老人当成自己

的亲生母亲赡养十余年，陈天强的事
迹感动着乡邻和越来越多的人。

（三）

在陈天强家，记者见到了陈天强
捡来的“妈”，她正站在猪圈旁，拿着马
勺往猪槽里添食。

“这就是我妈。”陈天强对我们说。
老人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身子有

些佝偻，但却红光满面，配着上身那件
崭新的红碎花大棉袄，显得精气神十
足。看到陈天强领着我们过来，她立
马笑脸相向。陈天强见状笑道：“我妈
平时怕生得很，今天倒是争气！”

当问起老人新衣服谁给买的时，
老人家自豪地说：“我儿子给我买的！”

“别看我现在这样，要是搁到以
前，我还真给我妈买不起新衣服。”说
着，陈天强搀着她，邀我们进屋去坐。

陈天强只有小学文化，川道里产
业又少，所以只能在外给人打零工，家
里那几亩玉米刚够温饱，还有一双儿
女要养活，突然多了一个“妈”，着实给
陈天强添了不小的负担。

“如今，女子嫁人了，儿又在外闯
荡，屋里有媳妇操持，压力轻了不少。
你看，快过年了，儿女都赶回来了，一
大家子人忙里忙外置办年货，热热闹
闹地，我心里才踏实嘛。”陈天强满足
地笑着。

转过头，当年要饭的老人正坐在
自己“儿子”身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在寒冷的冬日里，母子相依的
画面格外温暖。

捡来的“妈”

（上接第一版）活动现场，通过演绎
迎驾、静鞭、行礼，鸣钟、列阵、行进，
初献、亚献、终献等环节，再现了唐
代春节天坛祈福大礼的全过程。

在西安，还有众多新元素纷纷
登上春节的舞台，与古城古韵交相
辉映，为中国年注入新味道。

小雁塔荐福文化大庙会开设了
传统文化体验区，把“穿越”融入庙
会体验中，游客穿汉服、学礼仪，亲
身感受与礼乐文化相关的主题活
动，“穿越时空”体验不一样的春节。

大唐不夜城灯火辉煌，昼夜难

分，用3D激光秀等方式亮化的街区
和仿古建筑群使人仿佛置身于盛唐
的梦幻中。虽是寒冷天气，但“火树
银花不夜天”的炫美，让人疑似百花
未曾凋零。

农历初六，在曲江大唐芙蓉园，
3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团队”化
身为夜空中的精灵，通过变换灯光
色彩和空间位置，凌空摆出多个

“pose”。该表演依靠全自动无人机
集群控制系统，使用者“1个人 1台
电脑”即可控制所有参与飞行表演
的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