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消防 生命至上

本报讯（记者 李星棋 通
讯员 辛艳）为进一步提高辖
区商户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商
户的自我防护能力和应急处置
能力，11月8日上午，宝塔区凤
凰山街道办中心街社区党总支
联合消防部门、南门里商场在
南门里广场开展消防培训和消
防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分为消防知
识培训、讲解示范消防器械、
现场演示、消防演练等环节。
消防人员以生动的案例和专
业的视角，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消防安全基础知识，涵盖火灾
预防措施、各类火灾事故的应
对策略等。特别强调介绍了
灭火器、灭火毯等灭火器械的
使用方法及操作注意事项，并
现场手把手指导商场从业人
员，确保“人人懂操作流程，人
人会正确灭火”。随后开展了
消防应急救援演练。随着急
促的警报声划破宁静，所有参
演人员迅速进入角色，按照事

先制定的紧急预案展开行动。
灭火小组行动迅速，手持灭火器
精准打击“火源”，有效控制了火
势的蔓延；疏散小组则沉着冷
静，引导群众弯腰低姿、手持湿
毛巾捂住口鼻，有序撤离至安全
地带；救护小组则严阵以待，随
时准备为可能出现的伤员提供
帮助。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不
失秩序，各环节之间配合默契，
达到了预期效果。

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
此次消防培训演练活动不仅让商
场从业人员掌握了消防知识和实
战技能，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消防安
全隐患的提前预防和排查能力。
下一步，中心街社区将持续时刻绷
紧“消防安全弦”，广泛动员力量，
继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消
防安全宣传活动，确保达到防患于
未然的宣传效果，提升辖区群众的
消防安全意识，营造“人人关注消
防、人人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打
好消防“组合拳”，共筑辖区消防
安全“防火墙”。

辖区群众争参与 绷紧消防安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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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有爱

早晨 7时，延安救助管理站
的救助专用车辆接刘某离开医
院，驶上了护送刘某返乡的路途。

为了密切关注刘某的情绪，
及时回应她的需求，护送小组两
名女同志陪伴着刘某坐在了车
辆的后座。渴了，给她递水；饿
了，给她拿喜欢吃的烧饼，并贴
心地调节车内空调温度。刘某
靠在车窗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沿
途的景色。

经过11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下午 6时 30分，延安救助管理站

的护送专车在商丘市救助管理站院
内缓缓停靠，双方完成了手续和人
员交接。

延安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说，为了
节省时间，护送受助人员回家时，工
作人员通常会提前备好在路上吃的
食物，如果受助人员有特殊需求，他
们也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每一
趟护送都不容易，除了要做好与属地
的对接，还要注意各个环节里的小细
节，为不同地域、不同经历、不同身体
状况的受助人员提供个性化服务。

“谢谢，谢谢你们……”随着刘
某的道谢声，延安救助管理站护送
人员拖着疲惫的身体放心地踏上
归程。

跨越800公里的暖心归途

本报讯（记者 方大燕 李勇
锐） 11月 11日，市服务群众周

“解忧”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会
议对两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进
行协调解决。副市长严晓慧主持
会议并讲话。

严晓慧要求，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落实工
作措施，明确解决时限，做好督

办回访，全力推动问题解决。严晓
慧强调，根治欠薪工作进入攻坚
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夯实
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持续补
短强弱，着力夯实工作基础。要努
力提升治理效能，深入开展欠薪问
题排查整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发挥好联防联治机制作用，加大工
作力度，强化失信联合惩戒，坚决
打好根治欠薪攻坚战。

近期，延安文旅部门、企业、景
区携手在武汉、津京冀、福州等地举
办多场文旅专场推介会，推介延安
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促进延安在
全国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延安文化魅力绽放推介城市，推介
活动获得当地积极回应，数百家媒
体报道推介会情况，多地与延安文
旅部门、企业达成了合作意愿。

全面提升延安文旅知名
度美誉度

“延安不仅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也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如果你来延
安，黄河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
收’的气概一定会深深打动大家
……”11月 7日，在“寻根铸魂守初
心 红星照我回延安”2024延安文
旅天津专场推介会上，黄河壶口瀑
布旅游区相关负责人激动地介绍
道。

推介会上，陕旅集团延安板块
（金延安旅游度假区、黄河壶口瀑布
旅游区）联动宝塔山、乾坤湾、黄帝
陵、甘泉大峡谷等景区推介文旅资
源并发布产品线路。景区负责人声
情并茂地介绍景区，推介《延安保育
院》《延安十三年》等红色文旅精品
剧目，现场掌声不断。300余家旅
行社、媒体代表咨询问题，表达着对
延安的喜爱和向往。

红色文化吸引着游客，独具特
色的自然景观打动着游客。延安之

美，美在多元。现场穿插陕北说书、
陕北民歌、安塞腰鼓等陕北特色文
化表演，让参会人员深入了解了延
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域民俗文
化特色。

早在 10月 22日，“寻根铸魂守
初心 红星照我回延安”2024延安
文旅武汉专场推介会在武汉希尔顿
欢朋国际酒店成功举办。从武汉到
北京，从北京到天津，推介圣地延
安，景区负责人不遗余力，参会人员
积极回应。

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而延
安则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
摇篮，两地在文化交流、旅游合作等
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北京的推介
会不仅是一次文化旅游产业的交流
盛会，更是两地深厚友谊的生动体
现。

“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不仅
展示了延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
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为延安与北京
乃至全国的文化旅游交流与合作搭
建了重要平台。”在北京专场推介会
上，市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陕旅集团延安公司总经理田光
辉表示，将全力做好“串珠成链”大
文章，强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
断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
与合作，全面提升延安文旅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持续释放旅游市场发
展新活力，为延安文旅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红色研学提质升级、融合
“破圈”

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
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
为延安留下了 445处红色革命遗
址，还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
神。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为大力
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思政
课”建设工程和青少年读书行动提
供了肥沃土壤。

多年来，陕旅集团延安板块以
金延安项目为核心，秉承“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延安精神”的初心使命，
用活红色文化资源，打造金延安红
色研学实践基地，形成了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延安精神教
育、红色家风教育等系列“大思政
课”品牌课程体系和配套服务，实现
了红色研学提质升级、融合“破圈”，
书写了革命圣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
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11
月8日，在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悠扬动人的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
红艳艳》深深打动着现场师生。“百
万学子回延安 延安精神进校园”系
列推介活动走进该校，师生们倾听
着动人的歌声，观赏着《兄妹开荒》、
安塞腰鼓以及陕北说书等充满地域
特色的文化表演，用阵阵掌声表达
着对延安和延安文化的喜爱之情。

陕旅集团延安板块的“大思政课”
建设工程成果以及延安红色研学提质
升级、融合“破圈”在活动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

活动中，宝塔区党校副校长郭随
万作了《延安精神办学育人》教学讲
座，生动介绍了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时代价值和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使
在场师生深受震撼和鼓舞。此外，陕
旅集团延安公司新媒体直播团队与天
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携手开展延
安农产品校园电商直播，提升高等教
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助力乡村
振兴。

从天津开始，我市还将在更多地
方举办“百万学子回延安 延安精神进
校园”等系列推介活动，以延安精神专
题教学讲座、电商直播助农、文艺联欢
等多种形式，弘扬延安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激发青年学子的奋斗精神和爱
国情怀。

田光辉说，延安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继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
掘并准确阐释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和
实质内涵，丰富思政课程体系研发，拓
宽红色育人渠道平台，提升“大思政
课”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实效性，着
力发挥红色文旅“产教融合”功能，以
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运用赋能思政课
高质量发展。希望更多青少年来到延
安，让延安精神的颗颗种子种在青少
年心间，浇灌出千万朵鲜艳夺目的奋
斗之花。

11月 3日，在延安市宝塔区凤
凰山街道文化沟新修建的广场上，
居民自发组成的秧歌队正在表演。
打花伞、舞彩扇，大家欢歌笑语、舞
姿翩跹，小山沟中热闹非凡。

沿着宽敞的道路，记者行至半
山腰，在一块石碑上看到“陕甘宁边
区民族学院旧址”几个大字。走进
旧址，一排古朴的窑洞和平整的操
场映入眼帘。

宿舍当教室、土炕做板凳。时
间回到1941年，中国的民族高等教
育事业在这里开启。

宝塔区文物保护中心文物科负
责人高小斌介绍：“陕甘宁边区民族

学院旧址现有 5院 24孔窑洞，是目
前文化沟关于延安时期机关单位修
复最完整的旧址。”

“文化沟”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这里曾经是革命文化的沃

土。”高小斌说，文化沟原先叫大砭
沟。延安时期，这里驻扎了延安电
影团、青年艺术剧院等53家机关单
位，各类文娱活动、场所迅速兴起，
还留下了《延安颂》等经典作品。

一时间，文化沟成为革命圣地
中的文化艺术圣地。渐渐地，当地
群众便将大砭沟叫作“文化沟”。

曾经，文化沟吸引了成千上万
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如今，这里见

证着革命老区的发展变迁。
宝塔区是延安市的中心城区，

山体沟道分布广、数量多。“以前，我
们这小山沟里路不好，下雨天车进不
来，群众出行困难。”居民孙起顺说。

2022年起，延安市将中心城市
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确定为
重大民生工程，规划实施32条山体
沟道的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文化沟
便在治理范围内。

“我们努力让这里的居民过上
更好的生活。”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办
事处办公室主任周小俊说，今年以
来，文化沟新建公厕4座，增设加压
站 1个，新建休闲广场 8个，受益居

民达1.5万人。
“这山沟沟里的变化太大了。”望

着门前的道路，74岁的居民盛爱芳
说，“以前路不好走，家家户户都要修
水窖。现在路面拓宽了，自来水和污
水管道也有了，直饮水到了家门口，比
以前方便多了。”

近年来，文化沟的沟道治理成效
显著，文艺活动也更丰富。

扭秧歌、听说书、看大戏、跳广场
舞……在如今的文化沟，人们能见到
陕北特有的文化元素，看到新时代的
美好生活。

“家门口的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
生活也更有盼头了。”孙起顺笑着说。

山沟沟里的新生活
——探寻延安文化沟

陕西日报记者 郝颖 通讯员 高亚蓉

拓宽“朋友圈”携手共发展
——2024延安文旅在全国多地举办专场推介会

记者 叶四青

严晓慧主持召开市服务群众
周“解忧”第二十六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11
月4日，由陕西省妇联、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陕西省社会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主办的第八届丝绸之路女性创新
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西安落下帷
幕。我市洛川面花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雷小梅作品《童乐 同乐》获
手工非遗类一等奖。

第八届丝绸之路女性创新设
计大赛以“设计让生活更美好”为
主题，于5月21日启动，面向全球
范围内征集参赛作品。大赛旨在
弘扬丝路精神、凝聚女性智慧，搭
建丝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女性设
计师展示、交流、合作、推广平
台。参赛者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中高等院校、专业设计机构、
工业产品研发机构、文化旅游出
版公司、公益组织的女性设计者
及团队，还有女性非遗技艺传承
人、女性手工艺人。本届大赛共
吸引了来自国内以及澳大利亚、
俄罗斯、法国、吉尔吉斯斯坦、土

耳其等国家的1976名设计师参与，
收到投稿作品 839个（组），经过初
评、网络投票和复赛，共有 87 个
（组）作品入围决赛。最终遴选出手
工非遗类、文化创意类、绿色生活
类、工业产品类一等奖各1个、二等
奖各 2个、三等奖各 3个、优秀奖各
5个。

洛川面花俗称“花馍”，是洛川
县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品种，起源
于古代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祭品。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面花亦成为民
间婚丧嫁娶、生日祝寿等民俗活动
中的礼品。2011年，洛川面花被列
入陕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雷小梅表示，将继续努力把
洛川面花这一传统技艺传承下
去，不断创新，为洛川文化事业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
希望更多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
积极参与到创新设计中来，为推
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第八届丝绸之路女性创新设计大赛颁奖典礼落幕

洛川面花传承人雷小梅作品荣获一等奖

● 陕旅集团延安公司新媒体直播团队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携手开展延安农产品校园电商直播

●“寻根铸魂守初心 红星照我回延安”2024延安文旅武汉专场推介会，
说书艺人正在展示陕北说书

春华秋实，硕果飘香。当下，黄
龙县迎来了苹果采摘售卖的时节，
果树郁葱，苹果满枝，到处是繁忙而
又喜悦的景象。

走进三岔镇四条梁村，苹果种
植户拓文杰正在果园里忙碌着，他
和工人们对采摘好的苹果进行分
拣、装箱、上秤，一派热火朝天的丰
收景象。“我有20亩果园，雇了十四
五个人，四五天就把苹果摘完了，卖
给了渭南市大荔县的果商。”拓文杰
高兴地说。

三岔镇的苹果个大端正、着色
鲜艳、果面光洁、肉质清脆，由于品
质好，备受客商青睐，各地果商纷纷
前来采购。在四条梁圣地红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来自渭南市大荔县
的采购商雷明亮一边看着工人将苹
果装车，一边记录着采购情况。据

雷明亮介绍，他这次来四条梁村订
购了 20多万斤苹果，大都是 80和
90的苹果，品质非常好，大概需要
一周时间拉到大荔县储存，明年 3
月份左右投入市场进行销售。

采摘好的苹果除了一部分进行
售卖之外，还有部分苹果统一存放
到合作社的冷库里进行冷藏。冷库
储存的苹果，保持了苹果的色泽、质
地和水分，延长了保鲜期和货架期，
帮助果农实现了错峰、错时、错季销
售，让这些红果果增强了抵抗市场
价格低迷的能力。

“目前，果库已经入库苹果 600
余吨，预计今年可以入库 1000余
吨。”四条梁村乡村振兴专员张胜彤
介绍道，“苹果果库可以为村集体带
来40余万元的收入，为村民提供12
个就业岗位。今年部分果农苹果受

到冰雹灾害，市场价格不理想，可以
先入库，在价格回暖的时候再进行
出售，提高村民的收入。”

三岔镇土层深厚，气候属大陆性
高山型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是苹果的优势产区。全镇共有苹果5
万亩，其中矮化密植园1.2万亩。近
年来，该镇苹果产业不断提档升级，
先后荣获“中国苹果产业百强镇”“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等称号。

三岔镇公共事业服务站站长杨
龙告诉记者：“全镇共有涉果企业9
家，果业合作社8个，果库储存能力
3.65万吨。预计 2024年底，全镇苹
果总产量3.2万吨，产值2.2亿元，人
均产值 2.7万元。后续我们将围绕
黄龙县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先行示
范区建设，进一步延伸苹果产业链，
带动群众增收。”

为了让丰收的苹果不难卖、卖出
好价钱，黄龙县通过展销会、商超、批
发市场、网店、网红直播带货等活动开
展外出宣传推介和线上线下互动销
售。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黄龙县共
建成苹果冷（气）库 34处、单体库 170
个，贮藏能力5.024万吨。苹果专业合
作社12家，县级苹果交易市场1个、乡
镇级交易市场3个，以及7个乡镇电子
商务服务站、15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
点、127家电商和 20余家物流快递企
业，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站，村村设
有代办点”的电商服务体系，打通了苹
果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2024年，全县苹果预计总产量
13.8万吨，产值7.6亿元左右。全县商
品果率达到85%以上。”黄龙县果业中
心贾龙介绍道。

金秋丰收季 苹果贮销忙
记者 刘婧 通讯员 胡黄忠

● 社区居民学习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