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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乡村龙石头

近年来，安塞区多措并举、高位
推动、系统谋划，奋力谱好产业发展、
基层治理、生态建设“三部曲”，赋能
乡村振兴，绘就鼓乡幸福图景。

谱好“产业曲”
激活乡村造血功能

安塞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持续推动
以设施蔬菜、山地苹果、畜牧养殖等
为主的现代农业高效绿色循环发展。

在今年6月举行的延安第六届瓜
菜展评暨设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工
作推进会上，安塞区带来了番茄、茄
子、辣椒、黄瓜、西瓜、甜瓜、葡萄、樱
桃等八大类18个优良品种，以及预制
菜和农机展示。其中黄瓜驰誉303和
辣椒511分别获评全市一等奖。

安塞区蔬菜中心副主任科员郝
海金说，安塞人民种大棚已经种了
30多年了，有热情、有经验、有技术，
所以我们的设施农业产品拿出来，不
管是品种和品相，还是口感和味道，
在同类产品中都属上品。

家住安塞区化子坪镇芦草砭村
的大棚种植户张胜义说，种大棚要比
他以前外出打工轻松多了。“大棚茄
子种植周期长，耐寒耐高温又抗病，
好养活，成活率高，我和老伴两个人
一年伺候一棚茄子，活计轻省，挣的
钱却一点都不少，每年都在八九万元
上。”张胜义说，种大棚对农民来说，
确实是“种”出了幸福生活，过上了快
活日子。

自1992年从山东寿光引进大棚
蔬菜种植技术以来，安塞区已经发展

成为陕北地区设施农业基础最好、综
合实力最强的县区。先后被命名为

“中国果菜无公害科技示范县”“陕西
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县”“陕西省设
施蔬菜综合能力提升示范县”和“陕
西省蔬菜产业链典型县”。

目前，安塞全区建成蔬菜育苗基
地6个、试验示范基地8个，筛选推广
优良品种43个。全区累计发展设施
蔬菜7.1万亩，蔬菜年产量31.5万吨，
产值14.6亿元。

此外，安塞区山地苹果，大棚樱
桃、葡萄、羊肚菌、反季节西甜瓜等特
色农产品种类丰富，以湖羊、生猪、蛋
鸡为主的养殖业，效益明显。借助

“互联网+”，培训电商直播，安塞区
积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群众的
钱袋子一年更比一年鼓，好日子一年
更比一年美。

谱好“治理曲”
树立乡村文明乡风

安塞区在 117个村深入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培
育孵化“张思德文明服务+”“政策小
喇叭”“向阳花爱心驿站”“老书记说
事室”等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7个，组
织党员干部、辖区居民常态化开展党
员先锋、营商环境、乡村振兴等活动，
大力营造了“文明实践、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

5月中旬的一天，安塞区砖窑湾镇
西河口村，10多位身穿“张思德志愿者
服务队”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在集中
清理街道上的废旧电线、破损牌匾、垃
圾死角等，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我们进一步统筹调度
资源，不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向
基层延伸、向群众拓展，充分吸纳
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企业、生
产一线开展‘张思德文明服务+’志
愿服务，让张思德文明服务活动润
泽千家万户。”砖窑湾镇党委书记
陈荣荣说。

从农忙时节的田间地头，到基层
治理的乡村社区，从城市繁忙的十字
路口，到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线现场，
从活动室中的讲课助学，到家门口的
文艺汇演……张思德文明服务队已
经成为安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
张绚丽名片。截至目前，安塞全区共
组建张思德志愿服务队192支，招募
志愿者10056名，开展各类文明服务
项目183个。

新时代文明创建，安塞区常态化
开展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市容市貌、
市场等“十项专项整治”，清理垃圾
2100余吨，清理撕除破损横幅 60余
条、喷绘布1500余平方米，野广告293
处。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4个，配备灭
火器210个。常态化完成各项创文任
务，被市委文明委授予2021-2022年
度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区荣誉称
号。表彰鼓励孝敬公婆、尊老爱幼、乐
于助人的道德模范，树立先进典型，引
导向善向美的文明乡风，营造和谐平
安、整洁有序的社会氛围。

谱好“生态曲”
擦亮乡村发展底色

夏日的傍晚，人们漫步在安塞区
腰鼓山下的延河河滩湿地公园，水清

山碧，宁静美好。
安塞地处延河上游，依高原之雄

浑，融延水之柔美，境内有延河、无定
河、清涧河三大水系，其中延河流域
面积 2649平方公里，占全区总土地
面积的89%。

近年来，安塞区以延河综合治理
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强
化生态湿地修复，组织实施河道生态
湿地修复工程5处，建成生态湖3处，
形成水域面积500亩，种植水生植物
150多亩。加强农村污水治理，完成
第一污水处理厂运行系统改造和扩
容建设、第二污水处理厂尾水提标工
程和扩容工程建设，建成污水处理站
15座，尾水出水达到一级A排放标
准。全区污水管网总里程达65.31公
里，其中城区20.61公里、镇街44.4公
里，人口集中区域污水基本实现全收
集全处理。安塞辖区河流水质状况
稳定，境内延河出境断面水质均达到
Ⅲ类标准，实现了“一河清水送延
安”。

走进安塞区招安镇龙石头村，道
路两旁鲜花盛开，红火热烈。一条条
乡村小道干净整洁，一排排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掩映在花草绿树之间，随
处可见如诗如画的乡村田园美景。
这是近年来龙石头村以“整洁美丽、
和谐宜居”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所取
得的成效。

“我们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围绕创
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大好机遇，
积极建设‘有业态、有颜值、有活力、
有保障’的美丽宜居乡村。”龙石头村
党支部书记任玉艳说，通过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变得干净、整洁、美丽，村
民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了。

安塞区不断完善人行道路砌砖、
立面改造、污水管道架设，有效杜绝
污水横流现象。常态化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党员干部聚焦乡村“脏
乱差”实际问题，主动担当、善作善
成，聚焦房前屋后、庭院屋内，敢啃

“硬骨头”，消除“老大难”，让群众养
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积极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户、“美丽
庭院”示范村，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变

“要我干”为“我要干”，让乡村既有颜
值，又有内涵。

山乡在巨变，乡村更斑斓，一幅
幅幸福小康的多彩画卷正在安塞大
地上徐徐展开……

绘就鼓乡幸福图景
——安塞区谱好“三部曲”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吴静

遗失声明
父亲赵乐、母亲

党红红不慎将女儿
赵怡婷出生证明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L610546603，声明作
废。

白万楼不慎将本
人残疾证丢失，残疾证
号 ：61063219591213
274444，声明作废。

父亲王龙江、母
亲任小琴不慎将儿子
王浩宇出生证明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I610280342，声 明 作
废。

父亲李琪、母亲
王容容不慎将女儿李
玥灼出生证明丢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J610452179，声明作
废。

毛伟不慎将个人
私章丢失，防伪码：
6106020176120，声明
作废。

父亲薛永钦、母
亲曹紫君不慎将女儿
薛如意出生证明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O610011468，声明作
废。

鲍天宇不慎将位
于新区翰林府 5号楼
不动产权证丢失，证
号：陕（2021）延安市
不动产权第 0008569
号，声明作废。

父亲李云、母亲
王秀平不慎将女儿李
华卿出生证明丢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M610386092，声明作
废。

张峰不慎将军人
残疾证丢失，残疾等
级：九级，部别或户籍
地：96036部队，编号:
2017J0192098804261
045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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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今年年初，市住建局以党建工作

“四延伸”为抓手，即党建工作向物业
企业、业主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广
大业主延伸，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
题。嘉陵社区党总支同原产权单位、
居民代表召开商讨会，就如何解决小
区乱象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经商讨
达成统一意见引进物业是最好的办
法。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后 4次入
户征求意见对不同意的住户耐心做
工作，经过社区的努力，最终同意物
业进驻率达到80%。

在宝塔山街道办的支持下，小区
引进了陕西万朗合物业服务公司，物
业启用了小区道闸和监控，对小区整
体卫生进行了彻底打扫；在小区划定
了停车位、消防通道，增加了灭火器、
楼道照明灯，切实解决了存在的问
题，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居民
的一致称赞。

“现在小区停车有序了，院子

也宽敞了许多。安装了监控后，
我们居住也更安全了。”小区旧貌
换新颜的变化，让贺惠慧难掩心
中的喜悦。

记者了解到，自开展小区专项整
治工作以来，中心城区采取“一区一
策”的办法，对 62个“三无”小区分类
施策，已成立业委会或物管会的，引
入社会化物业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管
理；对暂不具备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
条件的，由建设单位或原产权单位提
供“五个有”基础性服务。其他不具
备条件的小区由街办社区托管或者
成立业委会（物委会）自治管理，实现
改造一个、接管一个、管好一个，全面
推进“三无”小区清零。

居民乐享新生活

7月5日，记者在洛川县曙光小区
看到，小区内整洁亮丽，道路平整干
净，引进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对小区内

“蜘蛛网”进行全面整理，墙体重新粉

刷，新安装的电动汽车充电桩、照明路
灯和单元楼门，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
升。

“原来这个小区地面坑坑洼洼，
成天出行不方便，屋顶成天漏水，地
沟污水横流，现在通过改造地面硬化
平整，人走路也很方便，楼体进行了
刷新，屋面进行了处理也不漏水了，
现在正在装电梯。”曙光小区业主赵
清贤说。

全市小区物业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洛川县按照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紧盯物业全覆盖这一目标任
务，紧扣“六大工程”建设，始终将深
化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主线贯穿工作
全过程。

“我们组建了工作专班，强化督促
检查，加强工作调度，完善修订了15项
规章制度，强化物业服务企业培训，提
升服务水平；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引进
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或托管，积极组建
业主委员会或物业委员会进行业主自

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进行宣
传、完善制度、美化环境，营造美好的
环境氛围，以党组织聚集人心、凝聚力
量，用文化感化人、教育人，促进全体
居民积极参与美好家园创建，全方位
提高人民群众居住品质。”洛川县房产
服务中心主任岳武斌说。

市住建局聚焦物业服务管理差
和无物业小区的管理两大问题，制定
小区物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六大
工程为抓手，以实现小区面貌明显改
善、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行业管理显
著加强的目标。今年开工改造 41个
老旧小区，累计改造完成 840个老旧
小区，已经有 634个规模小区入驻物
业企业实施物业服务管理。

“我们将以小区专项整治为切入
口，多向发力、多措并举，全域推进小
区专项整治工作，以满足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市住建局四级调研
员、市小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张荣说。

解锁居民“幸福生活密码”

从延安市区出发，沿着G341国道西行约17公里，
就到了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沿途，售卖
瓜果的农户增多，一栋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进入视
野。闻着果香寻觅而去，只见西瓜、草莓等水果长势喜
人。

近年来，温家沟村党支部按照支部引领、棚栽支
撑、转型发展的思路，大力发展棚栽产业，实现规模集
约生产、农旅融合发展、产销有效衔接，现已成为宝塔
区棚栽产业“第一村”。

“我们现在共有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782座，2022
年人均纯收入1.68万元，其中大棚收入1.2万元。”枣园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薛锋说。

温家沟村是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室旧址所在地。新
华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个人民
广播电台，于 1940年 12月 30日开始播音，被誉为“冲
破黎明前黑暗的灯塔”。

“我们以建设红色美丽村庄为契机，积极争取项目
和资金，今年预计完成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改造、蔬菜示
范园区景区化提升、大棚建设 3个项目，总投资达 820
万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永兵介绍。

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宝塔
区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富集这一优势，将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有 3个村入选全
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4个村入选市级红色美
丽村庄建设试点村，跟进确定了 24个区级红色村，重
点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红色样板”村庄。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但我从小耳濡目
染，很受鼓舞，十六岁我就被选为妇女干部”“我腿疼、
腰疼，但嘴不疼，能讲故事”……

坐落于山脚下的陕北农家小院里不时传来几句
河南话，这是侯秀珍老人在红色家风馆内讲述南泥
湾故事。

侯秀珍家风馆建成于2021年，以刘宝斋老战士旧
居为主体，加修平房4间，与原有1孔老窑洞组成布展
宣讲室。家风馆整理展出照片 100余张，搜集展出老
物件30余件。

侯秀珍老人在 40多年的岁月里，日复一日地讲
述南泥湾的故事，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这一集红色家风传承、红色故事讲述、陕北风情
体验为一体的家风体验馆，已经成为南泥湾村的一
张红色名片。

在冯庄乡党委副书记白喜军看来，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说到底还是要以长效可持续的产业为根基。

位于延安城东30公里的冯庄乡冯庄村，是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农村团支部的诞生地。近年
来，冯庄乡以团旧址为重点，积极打造以康坪知青旧居
—李庄特色采摘—冯庄团文化培训为核心的“红色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

“我们村发展温室大棚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生产的果蔬品质好、价
格低，深受市区消费者的喜爱。我们紧紧抓住这一产业优势，打造‘冯庄
果蔬’品牌，走上了标准化、有机化的高质量农产品发展道路。今年，我们
利用中央补助资金，新建高标准温室大棚20座，建设大棚蔬菜产业园区，
加快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白喜军说。

“家人们，把小心心点起来……家人们，这是咱们村的花卉市场，有喜
欢的点个关注……周末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逛逛……”38岁的川口
镇川口村党支部书记陈永阳一有时间，就利用网络直播宣传村里的花卉
产业。

“川口村离城近，又是延安县委、县政府旧址所在地。村‘两委’班子
讨论后，决定发展大棚花卉产业。目前，15座一期大棚已投入使用，每年
可为集体增收 75万元。已有 2座二期大棚对外承租，其余 17座正在建
设。”陈永阳说，川口村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培植绿色业态，实现了“红+
绿”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川口村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一片片昔日的红色土地，通过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深挖本地资源特
色，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不仅焕发出新活力，也让广大群众更加坚定了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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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7月
24日上午，2023年延安市老年健康
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延川县路遥广场
举行。启动仪式上，中国人寿延安
分公司向我市200名老年人捐赠总
保障金额 22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
险，为助推全市老年健康事业发展
贡献“保险”力量。

活动以“科学健身助力老年健
康”为主题，向广大老年人宣传普及
了健康政策和科学知识，增强老年
人健康意识，促进老年人科学运动，
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营造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
环境，全面推进健康延安建设。

活动现场邀请了延大附院心脏
外科专家就老年健康知识进行了专
题宣讲。延大附院、市人民医院、市
中医医院及延川县的医疗专家为在
场老年人提供了义诊服务。志愿者
向现场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宣传老
年健康知识、科学健身知识、老年人

防诈骗、高龄补贴政策等，引导群众
科学就医、科学健身，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老年健
康服务，持续深化医养结合发展，全
市建成医养结合服务中心28家，连
续三年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深入开展老年人心理关
爱行动、老年人口腔健康行动、老年
人痴呆防治促进行动和失能老年人
综合评估与健康指导服务，全市 19
家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
学科，初步建立起涵盖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
照护、安宁疗护“六位一体”全生命
周期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全市 6
个社区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20个社区被命名“陕西
省老年友好型社区”，124家公立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成功创建为省级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持续提升老年群
体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学健身助力老年健康
2023年延安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讯 （记者 贺秋平 吕辰
雪）为做好燃气行业领域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防范各类燃气事故
发生，连日来，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联合延安燃气有限公司对城区商
业综合体、酒店、烧烤门店、早夜市
等各类用气餐饮场所进行燃气安全
专项检查。

7月 18日，执法人员先后来到
中心街万达广场、楠林宏越国际酒
店等地进行检查。检查中，执法人
员重点查看了餐饮场所燃气灶具和
燃气管道使用情况、燃气泄漏保护
装置和报警装置安全运行情况、消
防器材的贮备情况、从业人员安全
用气常识等方面内容，并现场向餐

饮企业从业人员发放燃气安全宣传
手册，详细介绍了燃气安全使用、泄
漏应急处置等安全常识，提醒餐饮
企业做到防患于未然，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针对检查发现的用气阀门长期
不关、燃气软管老化、燃气管道周围
堆放杂物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无
法现场整改的，建立问题台账、及时
跟踪督办、限时整改销号，确保将燃
气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稳定。截至目前，宝塔区城管执法
局已出动一线执法干部 220余人，
检查1340多个餐饮场所，消除整改
安全隐患160处。

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入伏以来，
气温居高不下，但也是项目建设的黄
金期。在高温“烤”验下，建筑工人战
高温、斗酷暑，坚守在项目建设一线，
用汗水“筑”就城市之美，用辛勤劳作
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7月 23日，正值“三伏天”里的大
暑节气，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下
午 3 点，室外的最高气温已达到
38℃。在位于洛川县迎宾大道的公园
壹号小区项目施工现场，各种机械设
备正在紧张作业，40多名工人在不同
工区忙碌，他们被阳光晒得黝黑，个个
汗流浃背。

52岁的钢筋绑扎工岳俊就是其
中一员，在阳光的暴晒下，钢筋迅速升
温，很是烫手。岳俊戴着手套，正聚精
会神地作钢筋连接工作，他脚下的钢

筋都已晒得滚烫，但他顾不上这些，仍
然一丝不苟地用扳手为钢筋“紧扣”，
每绑扎半个小时，岳俊就得拿起旁边
的大水壶喝几大口水稍作休息，安全
帽下黝黑的脸上，不时有汗水流下来，
他只能不时地抬起胳膊擦汗。

“汗流到眼里很难受，我们有时会
把毛巾搭在脖子上，能及时擦掉脸上
的汗，太阳晒得钢筋烫手，戴手套可以
防止手被烫伤。”岳俊笑着对记者说。

在不远处的施工电梯通道岗位
上，36岁的电梯驾驶员张桃桃在不足

2平方米的操作室里，聚精会神地听
着信号工的指令，谨慎地移动身前的
操作杆。张桃桃告诉记者，她每天要
干的基本工作就是将施工原材料从地
面运送指定地点，每天上上下下几百
个来回，尤其到了中午时段，操作室里
的温度都是40多摄氏度。

“偶尔会觉得很累，也会抱怨一两
句，但抱怨完还要继续干。”张桃桃说，
为了家庭，为了生活，既然选择了这份
工作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因为天热
就半途而废，把自己的岗位工作做好，

全力保证施工进度。
除了地面工作，工人们还要进

行高空作业，乘坐电动吊篮进行高
空作业喷射墙漆、安装外墙保温板
等。为了保证工人安全，工程建设
单位及时调整施工方案，采取“做两
头、歇中间”的作息方式错峰作业，
尽可能缩短施工人员高温户外作业
时间，并制定了预防人员中暑的应
急预案，加强巡查管理，严格控制室
外作业时间。

“我们对工人的作息时间进行了
调整，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我们还为
工人配备了藿香正气水、白糖、西瓜、
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每天指定专
人定期为工人发放两次防暑物资，全
力确保工人上工期间的安全。”公园壹
号建设方负责人张山林说。

“蒸”战高温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吴舒捷

将燃气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城管部门和燃气公司联合开展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