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本报讯（通讯员 田伟 记者 孙
艳艳）“今年再也不用把苹果拉到主
路上装车了。”11月 6日，看着拓宽平
整好的生产路，洛川县槐柏镇张家村
村民宋巧玲高兴地说。

张家村共有 174户 741人，苹果
种植面积 1610亩，村里一条 3公里的
生产路，是100余户果农出入900亩果
园的必经之路。受降雨影响，每年路
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路面坑
洼不平，给苹果运输带来极大不便。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针对
群众反映的这一问题，张家村党支部
迅速动员，党员群众积极响应，80余
人齐动手，对路面上的坑洼进行填

补、平整、压实，用最短时间完成了维
修、加宽工作，解决了群众苹果运输
难题。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把这条路修
好，这下不用再绕路拉苹果了，也不用
担心苹果磕碰伤了。”村民赵青才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推
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洛川县就业
服务中心为解决洛川苹果收获季的用
工问题，组织力量分赴渭南、咸阳、商
洛、甘肃正宁县等周边省市县，通过发
布用工信息、加强县域劳务协作等方
式，积极开展跨区域劳务协作，吸引当
地富余劳动力来洛务工。截至目前，

累计输入务工人员2.3万多人。
何凤琴是商南县输出的一名务

工人员，在洛川县已经干了 20多天。
“政府来招工，我们更放心，在这儿干
活每天工资是 130元，我打算干一个
月，挣四五千块钱后回家。”何凤琴说。

“在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持续深
入开展过程中，洛川县紧扣‘学思想、
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突
出一个‘实’字，将主题教育与中心工
作紧密结合，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作
为、真抓实干，从群众关心关切实际

问题出发、从群众急难愁盼着手，把
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到本职工作
中、运用到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洛川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治国说。

截至目前，洛川县各基层党组织
围绕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苹果生产等
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号、党员
责任示范区 305个，党员聚焦重点项
目、重点任务承诺事项 9116件，践诺
7903件，到社区认领任务 4458件，解
决实际问题1631件。

洛川推动主题教育与民生实事互融共进

生产路面坑洼不平 干群动手拓宽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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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闻

遗失声明
父亲冯雄、母亲贺

芳芳不慎将儿子冯臻
琪出生证明丢失，出生
证编号：P610451053，
声明作废。

父亲白延成、
母亲贺永芳不慎将
女儿白萌路出生证
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Q610443366，声
明作废。

黄陵县戏剧家
协会不慎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丢失，
证号：56376357-0，
声明作废。

张志贵不慎将
位于延安市宝塔区
绿地山水天城小区
18号楼1单元702室
购房收款收据丢失，
票号：NO.017626，声
明作废。

陕西子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玉家湾支行不
慎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丢
失 ，机 构 代 码 ：
B1681S361060010， 编
号：No 01023628 ，
声明作废。

（上接第一版）尽管土壤贫瘠，勤劳的
村民却用智慧种植出幸福的新生活。

“地面上黑白两色的滴灌管确保
果蔬营养充足，温度可以智能化控制，
随着田间物联网的应用，坐在家里也
能‘一键种田’。”枣湾村村民邬浪程边
介绍边演示，“人轻松了，收入也上涨
了，一年种两茬，能收入十多万元。”

“滚滚的米酒炕头摆，酒曲曲豪迈
地上来；新农村修得连成排，信天游唱
红新时代……”

一曲陕北民歌，百年沧桑巨变。
长期研究陕北民歌的西安音乐学

院声乐系副教授李琦说，陕北民歌里，
过去“五哥放羊没有衣裳”、脚夫赶着
骡子唱“走头头的骡子哟……”，如今

“打起腰鼓迎吉祥”，陕北民歌里少了
苦涩、多了甘甜，这是生活的欢喜、时
代的变化。

奋进之声：黄土高原振兴的动力

“喜字来了我唱字开，高兴地我老
汉唱起来。苹果你个红来油菜绿……”
秋收时节，望着满园累累的红苹果，67
岁的南沟村村民赵永东不禁唱起自己
创作的陕北民歌。

一字一句里，映照着赵永东一家
的生活之变。

“种苹果一年能收入 9万元，我还
给别的果园剪枝、压条，现在还是村里
的技术工人。”赵永东细细算着账，“我
老伴现在也成了上班族，在村里的景
区工作，一年能收入3万元，日子比果

子甜！”
一唱一和里，映照着一个陕北农

村的变迁。
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将这
里描述为“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
地区之一”。

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市安塞区南
沟村，过去有“三难”：出行难、娶媳妇
难、村干部干事难。

盘活流转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近十年来，
南沟村村民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年的 4600
元增长到2022年的近2万元。

在南沟村驻村帮扶 10多年的镇
干部张光红颇为感慨：“如今，我们南
沟走上了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车能开
到山顶上，路已修到果园旁，春天能赏
油菜花，初夏能尝樱桃甜，还有外国朋
友在这里认养苹果树，并由衷地为我
们点赞。”

有感于家乡的新貌，去年，青年民
歌手曹慧萌生了为家乡唱首歌的心
愿。她专门找人作词、谱曲，还拍摄了
MV。新创作的民歌《延安美》里，从宝
塔山到苹果园，镜头里满是延安的红
色气质。

“红红的苹果满山盖，山花花烂漫
天上开，羊羔羔撒欢日头晒，好日子红
火人人爱……”

曹慧说：“因为生活在这里，见证
着家乡的变化，所以每当唱起这首歌

时，内心总是自豪的、激动的。”
唱不完的陕北民歌，道不尽的老

区新貌。
延安市新城，一座座高楼拔地而

起；森林覆盖率由退耕前的 33.5%提
高到 48.07%，漫山遍野绿浪翻滚；新
沃达天然气、易站途能源科技等“瞪羚
企业”纷纷落地延安……科技创新正
给革命老区带来澎湃的发展动能。

从延安再向北，黄土高原上另一
座城市榆林。黄河岸边，榆林佳县赤
牛坬村，高亢的陕北民歌里，原生态实
景演出《高高山上一头牛》拉开序幕。

以村落为舞台，用山峁窑洞做背
景，将农具变成道具……100多名演员
都是当地村民，他们穿着陕北地区传
统服饰，手握各式各样的农具，牵着自
家黄牛、骆驼，从起伏的沟峁间缓缓走
来。

耕种、打夯、娶亲、纺线……一幅
幅黄土高原祖辈生产生活的图景徐徐
再现。

“上至九十岁，下至六七岁，在家
的村民几乎都来参演，每次演出人均
演出费 25 元，牛和骆驼也有‘演出
费’。”赤牛坬村村民李延利说。

把“乡土记忆”变为“致富资源”，
如今，这个黄河岸边的小山村已摇身
变成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游客越来越多，李延利的面馆生
意也日渐兴隆。“今年每月光面馆就有
近万元收入，丈夫还在景区务工，我每
天多场演出也有不少收入。”李延利

说。
闲暇时，李延利最喜欢唱陕北民

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歌声从村
子飘到黄河岸边：“黄河弯多滩险，但
只要有勇气，哪怕风浪再大，也能一往
无前。”

使命担当：矢志传承的精神根脉

红色的血脉流淌不息，奋斗的激
情永不褪色。

延安市金延安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里，一场名为《延安十三年》的实景歌
舞剧震撼开演。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灯光逐渐亮起，《东方红》的
歌声从延河畔飘来，簇拥的观众顺着
歌声前行，沉浸在革命的红色岁月里。

晚上演出、白天开粮油店，52岁的
栗德雄既圆了爱唱歌的梦想，也过上
了相对富足的生活，“还要接着好好演
出、好好开店，红火的日子还在后头
哩！”

一首《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也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传承红色基因。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发射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乐曲响彻
太空。

数十年后，延安老乡继续唱着《东
方红》，多次把黄土高原上种植的苹果
送上太空。

时空流转，精神代代赓续。
清晨，在《东方红》的故乡榆林佳

县，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建荣
刚下夜班回到家，不由哼唱起这首由
他太爷爷李有源创作的歌曲《东方
红》。“每当唱起这首歌，心中总充满力
量。”李建荣说。

2018年，外地从医多年的李建荣
带着一身医术回到榆林佳县，考入县
人民医院，他在为广大患者服务中感
受到了人生价值。

李建荣的爱人游伟晶毕业于旅游
管理专业，她选择在佳县东方红和神
泉堡纪念馆当讲解员，向游客讲述太
爷爷创作《东方红》的历程以及当地的
红色革命故事。

红色的精神，也在童声里薪火相
传。

延安杨家岭的早晨，游客接踵摩
肩。11岁的“小小讲解员”贺偲彤朝着
人群走去，动情地唱起《东方红》，义务
为广大游客讲述革命旧址。

11岁的贺偲彤身着整洁的校服，
系着红领巾，站在人群中落落大方、自
信满满。“这种自信主要因为我肚子里
装了许多革命故事，脑袋里记了许多
红色历史，心里也就有了底气。”她说。

延安“小小讲解员”团队的创立可
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延
安在各中小学校选拔了一批优秀学
生，成立“延安精神小小讲解团”，利用
节假日到各革命旧址、纪念馆义务讲
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历
程。

30年来，延安全市文博单位面向

中小学校已累计培训“小小讲解员”
7000余人，讲解观众累计超60余万人
次。

不仅是《东方红》，一首首陕北新
民歌里，也应和着黄土高原强劲的发
展脉搏。

“红碱淖水映沙柳，云端飘来那信
天游……煤气油盐织锦绣，未来斟满
幸福酒，黄土高坡变绿洲……”陕北籍
歌手王二妮演唱的新民歌《榆林美》
里，道出了陕北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点滴变化在生活里，也在产业
上。榆林市发改委副主任马宏革说，
榆林因“煤”而兴、因“能”而富，近年
来，当地不断推进技术创新驱动，加快
布局产业转型，新能源比例大幅提升，
能源结构不断焕新，低碳发展的决心
和信心满满。

走进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
公司，眼见塔罐林立，管廊交错。一块
块黑色的煤炭在这里经过重重“关
卡”，转化成为纯净的化工原料。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部副经理孙庆华说，这个煤炭分
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通过延
长产业链，把本用于燃烧的煤炭转化
为化工材料，不仅能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还能增加产品附加值，最终实现煤
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
展。

和着时代的主旋律，唱着滚烫的
新生活，抓一把黄土撒上天，陕北民歌
永世唱不完。

红色的歌声 永续的精神

“小区的监控、消防设备还有其他一些老旧
设施都进行了检修和更换，环境越来越好了，住
在这里特别舒适。”近日，在黄龙县城水磨坊小
区，看着配备齐全的小区基础设施，居民孙占秀
高兴地说。

水磨坊小区总占地面积 146亩，是黄龙县
最大的“民生工程”基地。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水磨坊小区里不仅新配备了微型消防站、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整治后干净整洁
的小区环境，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也优化了
居住环境，让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今年以来，黄龙县房产（物业）服务中心深
入开展物业管理服务提升行动，结合小区综合
治理、创文巩卫问题整改、“和谐社区、幸福家
园”创建等活动，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小区楼道内
乱贴小广告、堆放杂物、乱堆乱放、清除淤泥等
54个问题；消除高空坠物、小区周边滑坡、微型
消防站设施未启封等问题10处；为11个小区安
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41台，使得小区环境卫生
更加整洁、温馨，居住更加安全。

“我们针对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健身设施
缺乏，缺少充电设施以及护坡等问题，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不断提升和改善小区的基础设施，让
小区的居住环境更加和谐，群众更加满意。”黄
龙县房产（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喜来说。

在物业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中，该中心还坚
持党建引领，属地乡镇、社区逐步认真履行物业
监管责任，通过党建联建、红色物业示范创建、
成立业委会自治、社区兜底服务等方式消除了8
个“三无”小区，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回应，满意度
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业委会、物业企业的
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框架下
的物业管理体制正在形成。

为提升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效能，提高物业
企业的服务水平，该中心持续推动物业服务企
业转变服务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提升物业
服务水平，促进物业服务管理向精细化、规范
化、市场化转型。

“我们主要从加强小区督导、物业从业人员
培训、加大检查力度等措施，使物业服务企业不
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郑喜来说。

黄龙县房产（物业）服务中心加强宣传引导，
在小区、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张贴和发放专项整
治宣传和延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资料，对专
项整治和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重要意义、整治内
容、举报电话进行了广泛宣传，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开展专项整治和
延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30余次，全力营造浓厚的专项整治氛围。

黄龙县房产（物业）服务中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明确
目标任务，精准发力“细谋划”、齐心协力“聚共识”、多措并举“祛病灶”等措
施，让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做实做细，让小区综合环境得到有效提升、
安全隐患得到消除、基层治理成效明显，小区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家园”。

“我们将持续优化小区管理体制，确保小区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
同时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红色物业’示范点创建活动，把物业服务的管
理融入基层治理，破解小区管理难题，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行
为，让小区居民生活得更加幸福。”黄龙县房产（物业）服务中心主任曹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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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流动红旗黑旗评比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郭子仪
实习记者 强雨欣）立冬之后，气温骤
降，刚从洋县来到我市南泥湾“安家落
户”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朱鹮也
面临着严酷的生活环境。为了让远道
而来的朱鹮能在“新家”安然越冬，我
市从饲养、电力等各方面做好充足准
备，积极打造朱鹮安全生存屏障。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我市一直积极争取朱鹮再引入项
目。今年 10月 10日，20只朱鹮从朱

鹮故里洋县引入到南泥湾，开展人工
繁育和野外放飞实验，这是探索朱鹮
在高寒地区的适生能力、恢复朱鹮的
迁徙习性、实现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
的一次重要尝试。

近日，在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盘
龙管护站，朱鹮正在保护笼里休憩。
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副场长贺晓霞告
诉记者，南泥湾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7.4%，建成了陕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湿
地公园，近年来，朱鹮的伴生鸟如黑

鹳、苍鹭、鸳鸯等湿地鸟类陆续来到这
里繁衍生息，让在南泥湾实施朱鹮再
引入成为可能。经过一个月的生活适
应，目前20只朱鹮身体状况良好。

朱鹮体态秀美典雅、性格温顺，
被誉为“东方宝石”“吉祥鸟”，对生态
环境要求极高，主要以泥鳅、鱼虾等
水生动物为食。“相比于洋县，咱们南
泥湾这里冬季的气温低，水面经常结
冰，朱鹮冬天觅食成了一大难题。为
了保障朱鹮正常觅食和食材鲜活，我

们在饲养区铺设了石墨烯地暖，保证
在投喂泥鳅的过程中不结冰，确保朱
鹮顺利安全越冬。”贺晓霞介绍道。

南泥湾国有生态林场朱鹮站站长
岳勇虎负责朱鹮每天的饲养工作。“朱
鹮的食物主要是泥鳅、面包虫、牛肉、
小鱼等为主，目前所需的泥鳅和面包
虫是从洋县调配过来的。现在，南泥
湾供电所给我们设置了专电，解决了
石墨烯地暖供暖问题，朱鹮觅食的问
题也得到了解决。”岳勇虎说。

气温骤降，我市做好充足准备——

让朱鹮在南泥湾安然越冬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张鑫 实
习记者 冯学慧） 11月 11日，记者来
到延安新材料产业园区，在宁波新能
源储氢系统及高压正压式呼吸器项
目的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师傅们正
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试验。

该项目是第六届丝博会我市签
约项目之一，由陕西纽恩赛弗智能装
备系统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
资116000万元，计划分两期建设。其
中一期项目投资6000万元，建设内容
包括正压式呼吸机、充氨设备等产品
生产组装线。二期项目投资 110000
万元，计划购置土地 60亩，建设内容
包含购置土地、厂房建设、整体装修，
正压式呼吸机、高压瓶阀减压阀、碳
纤维高压储气瓶、氢气瓶阀减压阀、
充氢设备等产品生产设备、安装试验
设备采购等。

目前，一期项目于 2022年 12月
底开工建设，现已基本完成厂房装

修工作，呼吸机配件及相关产品已
经成功试生产，二期项目正在积极推
进中。

陕西纽恩赛弗智能装备系统有
限公司质检主管冯小娟说：“项目现
处于调试试验阶段，一期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年贡献
税金 400万元，可带动 30人就业，二
期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营业收入 27亿
元，年贡献税金 2亿元，可带动 230人
就业。”

同样繁忙的还有位于甘泉的唐
正能源储能电池项目。走进甘泉县
储能电池装配厂建设项目现场看到，
办公楼和1号厂房已经建成，2号厂房
钢体结构已经完成。1号厂房内，智
能工业机器人的“手臂”不断挥舞，工
人有效配合，经过电芯处理、模组堆
叠、模组焊接测试后，一个完整的流
水作业顺利完成。

甘泉县储能电池装配厂项目经

理樊文强介绍，储能电池装配厂项目
总投资 2.68亿元，占地 35亩，主要建
设厂房 2栋、生产线 2条、办公楼 1栋
及 其 他 附 属 设 施 ，年 装 配 量 达
22000MWh（2.2GWh）。目前，1号厂
房、生产线、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已建
成投用，2号厂房正在加快建设中。

樊文强说，该项目对于填补省
内储能电池生产空白，带动新能源
产业发展，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助推
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作用。项目
达产达效后，预计年实现产值 5 亿
元，利税 4000万元，带动就业 160余
人，亩均年产值 1428万元，亩均税收
114万元。

在第六届丝博会上，我市共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 128个，其中合同项目
121个，协议项目 7个。截至目前，高
新区秉安罐体生产检测维修项目、黄
龙县电力塔材、支架及零部件生产加
工项目、甘泉县储能电池组装等52个

项目建成投产；志丹县生猪养殖一体
化建设、黄龙县智能制造基地光伏组
件厂、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
40个项目正在建设；宝塔区新能源储
氢系统及高压正压式呼吸器项目、延
长县智能制造耐辐照电缆等4个协议
项目转化为合同项目并落地建设，其
他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市招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席建
勇表示，在即将举办的第七届丝博会
上，我市共征集拟签约合同项目80多
个，总投资 400多亿元。我们将自主
举办 4场专项活动，积极参加省团举
办的各类活动，邀请全国各地 400多
家能源化工、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先
进制造及数字经济方面的企业参会
参展，全面宣传展示延安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重点产业、资源禀赋、承载平
台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延
安、落地延安，合力助推延安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22年我市丝博会签约项目稳步推进
128个签约项目已经落地建设

● 清理整治小区周边环境（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