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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父亲高成、母亲郭

利利不慎将女儿高新
雅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K610381136，
声明作废。

薛海浪不慎将本
人残疾证丢失，残疾证
号 ：
610602196409125615
43，声明作废。

赵娜不慎将护士
执业证书丢失，编号：
201161007163，声明作废。

父亲赵龙龙、母亲
庞蕾不慎将儿子赵奕
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Q610204600，声明作废。

父亲惠肖峰、母亲
王舒不慎将儿子惠梓
晨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O610467092，
声明作废。

父亲杨旭兴、母亲
刘蓉不慎将女儿杨琛
玥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Q610439584，
声明作废。

父亲胡银山、母亲
宜竹英不慎将儿子胡
雅泽出生证明丢失，出
生证编号：U610214887，
声明作废。

父亲师亚东、母亲
赵小梅不慎将儿子师
嘉泽出生证明丢失，出
生证编号：Q610041501，
声明作废。

父亲师亚东、母亲
赵小梅不慎将儿子师嘉
凯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Q610040500，
声明作废。

父亲魏延涛，母亲
杨扬不慎将女儿魏梓熙
出生证明丢失，出生证
明编号：Q610205411，
声明作废。

更正
本报 8月 16日第

八版《人文 .广告》延安
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刊发的《延
安新区双创小镇公开
租赁公告》，因工作失
误，将报名时间书写
错误，现将报名时间
更正为自 2023年 8月
16日8:30起至2023年
8月 21日 17：30止，特
此更正。

（上接第一版）
延安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主

任张庆宏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竭
尽全力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坚决
扛起延安城区生态建设之责，聚焦
资源管护之责，以林长制为抓手，统
筹管理中心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做
好辖区资源管护工作，坚持以人为
本、共建共享，通过进一步改善山体
公园综合环境，强化山体公园综合
建设，为延安居民打造休闲锻炼的
绝佳场所。

近年来，子长市涧峪岔镇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
乡村环境，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们将
持续坚持生态立镇，扎实开展造林绿
化，河道、水库造林绿化率达到

90%。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
重点区域绿化、亮化、美化工作，进一
步提升乡村面貌。持续加大环境保
护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
识，营造人人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
围。”涧峪岔镇党委书记魏军阳说。

延长县林业局局长赵晓东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林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林
业部门要自觉挑起推进“双碳”目
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担和责任，正
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
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

‘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五种关
系’，增强做好生态环保事业的使命
感。延长县林业局将继续增强打好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责任感，为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贡献力量。

行动起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谷嫦瑜 张佑
铭） 8月16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蒿慧杰，市长严汉平会见陕西省烟
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
经理高兴智一行。蒿慧杰代表延安
市委、市政府对高兴智一行表示欢
迎，对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长

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双方围绕在卷烟产
能提升、卷烟产品结构调整、烟草相
关产业发展、品牌培育等领域的合
作进行了洽谈交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秘书
长张世保，副市长袁家富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 李欢） 8月 16
日，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座谈会
在我市新区召开，会议回顾总结换届
以来工作，安排部署当前任务。市延
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市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阚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全市延安精神研究
会工作情况，听取了延安新区管委
会关于开展创建“弘扬延安精神示
范基地”的经验做法。延川、甘泉、
洛川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分别作了
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深刻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延安精神

的重要论述，确定奋斗目标、明确工
作目的、完善工作思路，把研究重点
放在红色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先进典
型的总结提高上，用情用力做好弘
扬延安精神工作。要发展壮大会员
队伍、抓好各个环节、积极打造载
体，扎实推动创建“弘扬延安精神示
范基地”工作深入开展。要履职尽
责、发挥主动，加强研究会自身建
设，努力让弘扬延安精神各项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

会前，参会人员还对延安新区
管委会开展创建“弘扬延安精神示
范基地”工作进行观摩。

蒿慧杰严汉平会见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高兴智一行

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高垠）今
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8周年，当日，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
理局指导，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磐石
市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共同主办
的“黑土地 红石魂——吉林省磐石
市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风
云历程”展览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开
展，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红石砬子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见
证了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寇浴血奋战
的光辉历史，是探源东北抗联文化、
解析东北抗联精神的红色文化宝
库。本次展览从 8月 15日开始，8
月31日结束，内容以东北沦陷为背
景，以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为

缩影，共分为“东北沦陷”“曙光初
现”“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英名永
存”四个部分，展出文物123件（套），
集中反映了我党领导东北军民的抗
战历程。

“希望通过展览，让东北抗联精
神与延安精神产生共鸣，充分利用
好红色资源，让红色文化能更好地
传播出去。”磐石市博物馆馆长李秋
虹说。

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
长刘妮表示，本次展览是两地讲好
抗战故事的一次重要合作，今后将
以此为契机，深化党史研究，不断加
强交流互鉴，把党的成功经验、革命
精神传承好、发扬好，为推进革命纪
念馆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篇章。

“黑土地 红石魂”抗战主题展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开展

入汛以来，我市气候多变，做好地
质灾害的预防工作至关重要。延安可
能存在哪些地质灾害？市民群众和相
关部门应该如何有效预防和避免？近
日，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沈晓霖
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记者：延安地质灾害的类型主要
有哪些？

沈晓霖：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
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
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对环境造成破
坏的地质作用或地质现象。延安地
区经常发生的有滑坡、崩塌、泥石流
三类地质灾害。其中，滑坡是指由于
降雨、地震等自然因素或开挖山体坡
脚等人为活动影响，斜坡上的土体或
岩体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
体或部分向下滑动的现象。滑坡有
很多通俗的叫法，如走山、溜土、跨山
等。崩塌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在
重力作用下突然从高处快速崩落、滚
动或翻转下来，并堆积在坡脚的现
象，就是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

方。由于暴雨、水塘溃决等丰富水量
快速下泻，沿途带走山坡上或沟谷中
的松散土石，并向下快速流动，这就
是泥石流。

记者：对于地质灾害隐患区生活
的老百姓来说，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
哪些前兆？大家应该如何处理？

沈晓霖：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去发现，一是山体变形，例如山体
局部或整体突然上隆鼓胀、局部滑坍、
出现裂缝或有碎石不断滑落；二是山
体周围建筑物出现裂缝或变形；三是
附近水位突然剧烈变化、水流量异常
或变混；四是河流上游突然传来异常
轰鸣声等。如果出现了这些征兆，应
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在保证自身安全
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知周围群众，禁
止他人接近危险区域，切记不可进入
危险区域搜寻财物，以免因小失大。
要及时向“防灾避险明白卡”中的联系
人或当地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报告，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领导
下，有序开展避险转移、生产生活等后

续工作。
记者：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山

区沟道，如何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
沈晓霖：第一，要科学合理制定地

质灾害“防、抢、撤”方案。方案要确定
乡镇（社区、街办）第一责任人、分管负
责人、召集人等，成立相关人员组成的
应急大队。第二，给隐患区域内的每
一户群众都张贴“防灾避险明白卡”，
上面明确了监测负责人、撤离信号、
撤离路线和撤离地点，一旦需要撤
离，村民在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下，
按照“防灾避险明白卡”内容组织撤
离到安全地带。第三，安排专人对沟
道两侧的山体、支沟、窑洞（房屋）进
行监测，特别是沟道两侧的高陡边
坡，平时要定期对高边坡的变形变化
情况进行日常监测，同时，在降雨降
温、加载震动等情况下要随时加密监
测频次，一旦发现变化，立即启动

“防、抢、撤”方案。第四，村民要积极
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削坡、支挡
和截排水等措施进行治理，彻底消除

地质灾害隐患。对治理难度大或资金
量需求大的隐患，要采取搬迁措施，彻
底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从根本上解
决隐患威胁的问题。

记者：村民修窑建房选址的时候，
应该如何避免地质灾害危险区？

沈晓霖：村民修窑建房选址要避
免地质灾害危险区，新选址零星分散
的宅基地，我们可以上门评估，现场鉴
定。我市自然资源部门经过多年的探
索，在全市推行村民建房地质灾害危
险性界定，并制定了“村民修窑建房地
质灾害危险性界定书”，村民在选址建
房时，可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免费申
请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界定，我们将
安排地质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调
查，提出选址的适合性。如果选址地
质环境复杂，治理难度大，建议重新选
址；如果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理措施可
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选址基本适
合，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将房屋
修建在地质灾害危险区，保障群众居
住安全。

如何有效预防和避免地质灾害?
——专访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沈晓霖

记者 李欢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如何向农业
强县迈进？宜川县立足资源禀赋、比
较优势，用“全产业链”思维，做好“土
特产”文章，聚焦“果菌椒翘”四条产业
链，持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黄河岸边，又闻花椒香

眼下正是花椒收获的季节，位于黄
河西岸的宜川县集义镇，也迎来了“花
椒采收盛会”，4万亩成熟的“大红袍”花
椒香飘四野，映红了群众的笑脸。

今年 52岁的李琴歌家里共栽植
了 23亩花椒，其中 15亩新品种“大红
袍”花椒，8亩老品种“大红袍”花椒。
李琴歌说，虽然都叫“大红袍”，但品质
差距却很大。老品种皮薄颗粒小、产
量低，而新品种不仅皮厚颗粒大、产量
高，而且还好销售，客商都喜欢。

丰收的花椒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
卖出去，就会发霉、变色、腐烂，严重影
响花椒品质和效益。集义镇立足椒农
所需，在流湾头村修建的花椒烘干筛
选站于 2021年 8月正式投用，这给村
民吃下了“定心丸”。

临近中午，村民将采收的花椒陆
续运到加工厂房。厂房里，一台台机
器正发出隆隆声响，开足马力对鲜花
椒进行烘干、色选、筛选、脱把等处理。

“鲜花椒加工成干花椒后，不但不
会坏，而且麻味、香味更浓，我们的花
椒都卖到江苏、上海、北京等地了。”集
义镇党委副书记郝研佳说，村里的干花
椒不仅品质好，而且统一包装后，也上
了档次，销路越来越宽。“下一步，村里
还打算在花椒品牌上做文章，提高品牌
辨识度和品牌影响力，做大做响花椒品
牌，让老百姓能有更大的收益。”

今年以来，宜川县针对花椒产业
品种落后、树龄老化、管理粗放、产量
效益不高等问题，在黄河沿岸花椒主
产区，“如意-抱泉-流湾头”乡村振兴
示范带，大力实施固土保水保肥、老园
改造、穴施肥水、品种改良等花椒产业
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目前已完成花椒
固土保水保肥5000亩、老园改造1050
亩、穴施肥水1000亩。

果园改造，“红苹果”变“金苹果”

北赤村地处黄河岸边，塬上干旱
少雨，不适宜庄稼生长，却因昼夜温差
大而适合种植苹果，全村 750亩土地
上苹果栽种面积达 715亩，苹果成为
村里“最适合的产业”。

然而，经过近 30年的种植生产，
树体老化、品种退化、劳动力弱化及后
继管理无人、机械化智能化管理程度
低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为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改造势在必行。今年 4月，北赤
村共有 57户 606亩土地，参与了苹果
种植前期统一规划设计，中期统一灌
溉、防治病虫害，后期统一协调对接
市场。

“在改良示范园中，我们村打破了
原有的零散土地的限制，增加了耕地
面积 95亩，也更便于机械化操作，减
轻了群众劳动强度。”下北赤村村民崔
永永说，“改造后的现代化果园全部种
植矮化密植树苗，尽管行距拓展到4.5
米，但每亩地可栽种110株苹果树。”

云岩镇一级主任科员马延国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密植果园每亩 110
株果树计算，95亩可增加果树 10450
株，丰产期按每株果树收益 200元计
算，年可增收209万元，实现村集体和
村民双丰收。”

土地连片整治，推动产业振兴，是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
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

从2022年开始，宜川县启动了苹
果新优品种改良工程，计划 5年内更
新品种1万亩。占全县果园面积的三
分之一的云岩镇先行先试，改良果园
4500亩，建起史村、堡定、太吉 3个高
标准百亩矮化密植示范园，其中史村
百亩矮化密植示范园被定为“飞天”
苹果种植基地，苹果跟随宇航员上了
太空。

“通过标准化管理和品质、效益对
比，让果农尝到了甜头，自觉加入改良
老果树、栽种新品种的行列。”宜川县
果业中心主任张海军表示。

截至目前，宜川县已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新优品种17个，建设矮化自根
砧示范园1700亩，完成新优品种改良
2.1万亩，加快了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小小菌菇，撑起乡村振兴“富民伞”

8月 11日，宜川县种植的 7万吨
香菇，经延安海关现场发放检验检疫
证书，顺利出口至韩国。这是宜川香
菇首次走出国门。

“这次出口体量虽然小，但却为我
们香菇走向世界开拓了一次‘大天
地’。”宜川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艳秦
表示，本次香菇出口，将为企业更多农

产品出口提供信心，也将为全县特色
农产品自营出口发挥良好示范作用。

作为食用菌产业后起之秀，宜川
县深入挖掘食用菌占地少、产出多、收
入高和“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
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不与其他行业
争资源”的产业特点，大力推进食用菌
全产业链发展，走出了一条集研发、种
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食用菌
产业发展之路。

总投资 2159.66万元的宜川县菌
业研发生产基地位于秋林镇甘草中学
旧址，含菌棒加工车间、日光温室、菌
种实验室、双模三拱保温出菇棚、深加
工车间及配套设施，是产研结合一体
化基地，主要以香菇菌棒加工、菌种培
育、香菇生产及成品销售为主，同步研
发冬虫夏草、蛹虫草等16类24个品种
的食用菌。

“我们基地按照‘企业+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提供统一菌棒、统一
标准、统一服务、统一收购，为农户提
供全产业链一条龙服务。”据宜川县菌
业研发生产基地负责人宁鹏介绍，基
地年可生产食用菌菌包 500万袋，带
动农户发展大棚500个以上。

目前，宜川共建成甘草菌业研发
生产示范基地、香菇标准化种植示范
基地和乡镇区域性食用菌集群生产加
工基地 8个，其中甘草菌业研发生产
示范基地为延安市唯一的标准化食用
菌生产基地；发展食用菌储存、运输、
加工、包装、销售等配套设施项目 10
个；320座食用菌大棚及英旺香菇标
准化示范基地 125座大棚投入运营；
食用菌产品已在海关出口备案，品牌
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成为引领区域
菌业发展的“排头兵”。

“截至目前，全县发展食用菌大棚
445座，生产菌棒600万棒，食用菌产量达
到3844吨，产值达到4205万元，带动全
县GDP增长0.6个百分点。”张艳秦说。

如今，集义花椒、壶口酥梨、宜川
食用菌、宜川产地的延安苹果……一
个个地名与产品组成的搭配成为人
们耳熟能详的品牌，一桩桩响当当
的支柱产业在广袤的宜川大地漾起无
穷活力。

做好“土特产”文章，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宜川县全产业链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李文振 记者 贺秋平

● 宜川县种植的7万吨香菇出口韩国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齐心） 8
月 15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
安塞区专场发布会，安塞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安塞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延武表
示，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来延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全面深化“三个年”活
动，全区上下形成大抓发展、大抓服
务、大抓效能的浓厚氛围，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焕发新气象。

安塞区坚持“产业建设与结构调
整”一体推进，先进制造业、能源产业、
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四张产业王牌”

齐发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安塞区
明确将制造业作为转型升级、调整周期
的突破口，逐步构建了油气装备制造产
业链、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高温蒸
汽加工制造产业链和新材料产业集群

“三链一群”主框架，储能电池、风机塔
筒、石墨橡胶制品、高分子材料等一批先
进制造业项目落地开工，总投资62亿元
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加快建设。1-
6月份全区工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分别增长77%、5307%、1012%。

安塞区加速转型能源产业，全力
稳油增气，紧抓延长集团天然气产能
倍增计划，加快国道 341线、“两线三
点”等重点区块开发，1-7月份生产原
油 115.9万吨、天然气 12.5亿方，推进
天然气转化利用，生产LNG24.3万吨，

增长9.7%。加快拓电扩储，热电联产
一期项目预计10月份建成投用，投资
35亿元的热电联产二期项目计划年
内开工，投资 49.9亿元的国网压缩空
气储能项目加快前期工作，8个风电
光伏项目年内建成并网发电，今年上
半年发电量增长40.3%。

安塞区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
安全底线，播种粮食28.4万亩，完成年
度任务的 116%。大力推进苹果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设施蔬菜“三改一
提”和肉羊产业转型升级，补植改造果
园 3000亩，新建大棚 334座、弓棚 235

座、规模养殖场 23个，发展越夏订单
辣椒1300亩，一产增加值增速位居全
市第一，现代农业实现了质效齐升。

安塞区深入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全面完善西营文化村、军委二局
旧址等景点基础建设，积极创建南沟
4A级旅游景区。加强文物系统性保
护利用，启动实施了茶坊兵工厂旧址
维修保护项目。承办陕西省青少年柔
道、排球锦标赛等赛事8场次，实现赛
事促旅游、旅游促消费，文旅产业融合
推进。上半年接待游客64.37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1亿元。

“四张王牌”齐发力 产业质效全提升
安塞区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乔建虎 通讯
员 呼未龙） 8月 15日是首个全国
生态日，是国家倡导全民共同创建
生态文明的综合性活动日，为响应
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要求，
当日，延长县在人民广场开展了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的
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

近年来，延长县坚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先
后实施了城镇“煤改气”、延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百万亩绿色碳库”基

地建设、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生态
治理项目，整治入河排污口166个，
完成国家储备林建设4.5万亩，林木
绿化率达到 43.8%，延河断面水质
由Ⅳ类稳定达到Ⅲ类标准，空气优
良率达到89%。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横幅、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等形式
开展宣传活动，有效传播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高了全社
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了全民生态
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传播“两山”理念 践行生态文明
延长县开展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