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月份以来，延长石油（集团）管道运输第一分
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该公司在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结合库
存、产销量、冬季生产运行特点等因素，灵活调整
生产运行方案，不断提高管道运输量，实现了累计
输送原油 31.09万吨、成品油 8.81万吨、天然气 1.32
亿方的工作成绩，均超额完成月度计划，顺利实现
首月“开门红”。

记者 李欢 摄

加油干迎来“开门红”

复工复产 全力以赴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 袁鹏森 记者 杜音樵）
“你们公司现在有多少人返岗，是否组织开展了复工
复产前安全教育培训，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没？”2
月7日，春节收假首日，在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果
库，镇干部正在向果库负责人询问了解复工复产情
况，并实地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为确保驻镇企业节后正常复工复产，三岔镇在
做强保障上下足功夫，由各行业分管领导联合驻镇
站所、村组，到各自辖区企业进行复工复产“大走
访”，对企业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台账是否整
改销号到位、生活物资准备是否充足等进行全面检
查，为企业送去驻地政府的关心。

“我在三岔镇经营了 13年的果库，今年积极响
应号召就地过年。初七一早，镇上干部就来我这宣
传复工复产注意事项，还帮我解决运行中的困难，真
的很感动。”梁家山村宇星果业负责人说。

三岔镇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用工需求量
较大，新年伊始，各企业负责人就主动到梁家山村
委会对接，提供用工需求，优先使用当地群众，带
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我到梁家山果库开叉车已经第3年了，今年春
节过后，我就立马返岗，对果库的所有叉车进行了检
修，对消防设施进行了维护，同时联系厂家对制冷设
备进行了检查，确保不出现问题。”叉车工孙永乾返
岗即收心，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为企业的安全运行
和复工复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节后走访助复工

时评

复工复产应用好
“一盘棋”思维
谢丹丹

当前，我市迎来新一波复工复产大潮。但受疫
情影响，部分企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复工复产进度还
有待加快。当务之急，只有用好“一盘棋”思维，打通
堵点、突破难点、克服痛点，才能推动复工复产安全
有序进行。

拿出起步就是冲刺的劲头。虽然在全市人民的
努力下，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度过一个安乐
祥和的春节，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但是年前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使全市按下了发展的“暂停
键”。因此，各行各业应该激发自身的内生动力，抓
早动快，及时谋划，把各项工作往前赶、抓落实、抓推
进，尽快推动复工复产。我们还要人人尽责干，领
导、部门、市县、企业都要脚踏实地，使出自己的力，
站好自己的岗，进一步焕发干事创业谋发展的热情，
提升抓项目抓产业的本领，全力使全市经济社会秩
序有序恢复，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优化服务，助力复工复产。我们要把前一阶段
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重点，转移到防疫复工双
促进、两手抓双胜利的工作目标，正视复工复产面临
的实际困难，精准施策，打出复工复产组合拳。一是
加强惠民政策的实施。继续优化疫情期间开设的

“网上绿色通道”“掌上办”“网上办”等非接触式办事
方式，减少群众办事流程，提高复工复产效率。二是
继续调动党员领导干部参与。帮忙破解复工复产中
出现的资金、人手、物流、原材料等难题，并发挥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下基层、驻企业，因地制宜施策施力，
扶上马、送一程，让复工复产吃下“定心丸”，聚力“加
速跑”。

发展是硬道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
快复工复产，需要我们拿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
控之智，施展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不负
春光好时节，加把油添把劲，持续推动全市高质量
发展。

正月初六是延安人的小年。在这个大雪纷飞、万
家灯火庆团圆的日子里，宝塔区干休所副所长姚平仍
坚守着岗位，在延安南高速收费站对来往的车辆和人
员进行检查登记。

疫情发生后，他已在防疫检查点坚守近50天，其中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他更是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在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舍小家为
大家，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姚平说。

坚守

去年年底，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作为
宝塔区的一名党员干部，姚平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参加
抗疫工作。2021年 12月 19日，他作为第一批抽调的
志愿者干部，被分派到延安南大门——延安南高速公
路出入口疫情防控检查点，主要配合防疫部门做好来
延返延人员和车辆的登记检查工作。

延安南高速公路出入口是宝塔区疫情防控的重
要卡点之一，来往车辆和人员众多，检查任务十分艰
巨。“尤其是过年前那几天，车流量达到高峰期，我们
一组9个人，除了吃饭、上厕所，所有人都坚守在岗位

上，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只为了让等待检查的车
辆能尽快通过。”姚平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正值数九寒天，对于姚平
等广大一线防疫人员和志愿者来说，最难熬的莫过
于严寒的天气。“元旦前后有几天特别冷，晚上气温
在近零下 20摄氏度，在室外站 20分钟就冷得受不了
了，还好有爱心企业捐赠的防寒棉鞋，要不然脚都冻
麻木了。”疫情检查点，无论白天或者晚上，姚平和其
他志愿者们都认真对过往车辆进行认真检查，过程
中也遇到有不配合检查的，姚平都耐心做好政策解
读工作。

舍家

从接到任务开始，姚平一直坚守在防疫一线，同
时还兼顾单位本职工作。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他更是
连续 35天没有回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落在了
妻子的肩上。姚平的妻子藏元芳是北关小学的一名
人民教师，疫情停课以后又要线上教学又要照顾孩
子。

“疫情发生后，我基本上没怎么回过家，封闭管

控的那段时间也是她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提到
家人，姚平也觉得亏欠许多，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视
频、电话这种线上方式陪伴家人。“作为一名教师，
因要照顾家人不能支援防疫工作，那就通过照顾好
家庭支持丈夫参加抗疫工作吧。”藏元芳理解地说。

在姚平的办公室里，放着方便面、鸡蛋、挂面、矿
泉水等生活物资。姚平介绍，这是轮休时不能回家，
在办公室凑合生活时的简餐。因工作繁忙，有段时间
姚平上火、拉肚子，持续一个星期左右，大家都劝他回
家休息几天，他硬是没有同意，依然坚守岗位。

按照值班安排，姚平需要在大年初一凌晨2点到
8点值守疫情防控点，他已提前准备好年夜饭，准备早
早忙完赶赴岗位。姚平说：“除夕当天下午6点多，我
们临时接到通知可以在家安心过年。”

同事们纷纷评价姚平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中
乐于助人，敢于担当把分管老干部工作做得井井有
条，将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贯穿在工作的每一个细
节。“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这种关键时期我更应该冲
在第一线，为宝塔区疫情防控工作和全区人民的生命
健康安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姚平说。

姚平：

“关键时刻，我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记者 杜音樵

加强疫情防控 织牢防护网络

新春走基层，记者沿着包茂高速从延安北前往安
塞区。

沿途村庄相衔，一个个院落里窑洞齐整、平房成
排，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和空调机昭示着庄户人家的日
子过得盈实。墙角里一座座干净整洁的农村无害化
厕所矗立着，让农村人的日子过得和城里人一样舒
心。硬化了的村庄道路通向村民聚集的广场，孩子们
开心地荡着秋千，老人们在双人太空漫步机上悠闲锻
炼。美好的村庄景致叫人看着舒爽开心。

川道里，成排连片的新型日光大棚在瑞雪冬阳的
映照下熠熠生辉。春节期间，辛勤的种植户们仍在大
棚里忙活着，还有一些游人趁着假期携儿带女、呼朋
唤友走进大棚，采摘草莓、香瓜等。种植户告诉记者，
大棚蔬菜和水果可以从冬天一直卖到夏天，富了鼓乡
一家家一户户、一村村一庄庄的农人。

我们继续前往白坪街道冯家营村。“咚咚隆咚锵，
咚咚隆咚锵……”远远的，锣鼓喧天，唢呐激昂，不绝于
耳。安塞区是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安塞腰鼓、剪纸、农
民画、民歌、曲艺“五张名片”蜚声国内，享誉世界。冯
家营村作为安塞区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实践的典范
之一，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扶贫、非遗文化传承、乡风
文明建设示范村和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荣获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
案例和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等称号。新春佳节，村
上腰鼓表演日日红火，腰鼓队沿着“门子”把美好的祝
福送到家家户户。夜幕初上，前庄后村、远近邻人都走
进冯家营村的九曲阵中转转“灯”，将黄土地的年味儿
过得更加欢乐祥和。

随行的安塞区工作人员告诉我，该区以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为出发点，通过产业振兴激活乡村振兴

的“发展引擎”。按照果业强管理、蔬菜提品质、杂粮
树品牌、养殖扩规模的思路，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以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为抓手，大力发展设施蔬
菜、香菇种植、湖羊养殖、苹果后整理等特色产业发
展，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立足文化优势、产业优
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实施文旅兴业、农旅兴
业，按照留住乡愁记忆、开发保护并举、展示民俗文化
等要求，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瞧，还有那休闲观光度假旅游村南沟村、历史文
化村龙石头村、现代文明示范村茶坊村、红色文化村
王家湾村、原生态民歌专业村西营村、东方毕加索绘
画村魏塔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从南到北形成了一条
风情各异、环境优美的乡村旅游带。一幅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美景图正在鼓乡大地徐徐绘
就。

综合综合
2022年2月10日 星期四

3
责任编辑/谢丹丹 视觉/李延庆 组版/王娟 校对/石芳蔚

乡村处处风景好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刘娜

● 冯家营村千人腰鼓文化村演出 ● 李家湾村蔬菜大棚示范园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春节期间，记者来
到李长建家与他拉起了家常，聊聊过去，谈谈现在，坐
在沙发上的老李乐呵呵地笑着说：“感谢党的好政策，
我家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51岁的李长建是延长县七里村李家圪崂村

人。早年的他由于家庭困难，早早地就进入社会，学
习手艺，勤快的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拼搏，如今苦尽
甘来，一家六口人生活那叫一个幸福。

当说起过去的生活，李长建的妻子付延梅有些哽
咽。从过去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幸福生活，几十年

相互扶持、相互陪伴，让这个幸福的家庭更加温暖。
妻子付延梅说，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吃没吃、花

没花、穿没穿，后来娃娃大了，就出了村，陪娃娃念书，
一直陪读陪到娃娃考上大学。现在娃娃成事了，就业
了，有一个孙女，有一个孙子，生活条件也好起来了。

李长建出身贫寒，但他能吃苦，还勤奋，靠着好
手艺，一步一个脚印，付出汗水的同时，收获了满满
的幸福。

李长建感慨地说：“十八九就出来干木活，做门
窗、做家具。那时候，光景比较可怜，到2012年左右，
我开始搞室内装修。随着社会发展，我干的装修行业
收入越来越好，所以我的光景也越来越好了。”

最让李长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李童已经成为
一名高中物理教师。受父亲的影响，李童踏实善良、
拼搏上进，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也受到了同事们的
好评。

“我是一名延长县高级中学的老师，我感觉到非
常自豪，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知
识，我所会的东西尽心尽力，全部教给我的学生，希望
他们将来能走得更高、更远。”李童经常会对父亲说，
让父亲也以他为荣。

如今，李长建一家人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县城新城区买了房子，从过去的土窑洞搬进了新楼
房，还买了私家车。儿子儿媳勤勤恳恳地工作，孙子
孙女快快乐乐地成长，一家人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李长建一家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贾寰 李浩楠 记者 乔建虎

● 李长建（右四）一家在新房里过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