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MeiXiangCun和美乡村

近日，记者走进宝塔区临镇镇“全
国文明村”任家塬村。该村扎实开展
移风易俗工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
模式，在大力提升人居环境为乡村“塑
形”的同时，更注重“铸魂”，不断以文
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发展。

只见该村的通村大道干净整洁，
两旁的果树宛如一排排昂首挺立的
列兵对来人行着注目礼。不远的山
上，苹果园里整齐划一的新式防雹网
建设蔚为壮观，一派产业兴旺的繁荣
景象。再往深走去，房舍错落有致，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巷道墙面彩绘别
致，随处可见的村规民约、文明公约、
家风家训等积极健康、崇德向善的宣
传标语，让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一幅
幅墙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
文明、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等主题内
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和通俗易
懂的文字展现在巷道里，形成教化群
众的“文明小课堂”，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群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现在，一出门口就看到这些村规
民约，大家也都自觉遵守起来了。我

们邻里之间也和睦了，有什么困难大家
都互相帮助。村里打牌赌博的少了，看
书下棋的多了。随手丢垃圾的习惯也改
变了，大家都会将垃圾收集起来扔到垃
圾桶里。环境干净了，空气也好了。”村
民马如龙说。

同时，为鼓励村民爱护环境卫生，争
当文明村民，任家塬村每季度都会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好婆婆”
“好媳妇”等评比活动，然后统一在获奖
者家门前挂牌。

为此，村民们的评比积极性非常高，
他们认为获得村上颁发的荣誉非常光

荣，在村里很有面子。而通过荣誉评比，
村民们一起树立了文明新风，立德立善。

“好乡风能激发大家的干事热情，作
为‘全国文明村’，我们村当率先垂范，起
到引领作用。”任家塬村党支部书记周钦
锋表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并非一日之
功，需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他们还将
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
头作用，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搞好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在群众中大力倡导科
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进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的建设。

文明乡风入村庄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抬头是“画”，入目是“景”。
11月 8日，记者走进洛川县老庙

镇界村，映入眼帘的是洁净清爽的道
路、错落有致的农家庭院、清新怡人的
小广场……安静祥和的村庄流露出一
种清爽的诗意之美。

“道路硬化了、房前屋后都收拾干
净了、健身器材也换新的了，我们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赵雪凤感
慨地说，“村里环境好了，我们的心情
也好了，现在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界村位于洛川县老庙镇西南约
3.5公里，紧邻 304省道，全村共 256
户，3个小组，1056口人，是全镇有名
的“文明村”。全村采取“以户带巷、以
巷带组、以组带村”的形式，每月评比
流动红旗，激励村民之间相互学习、相
互竞争、相互监督，让村民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从而提升全村的村容村貌。

界村党支部书记郑国民告诉记者，
村里通过硬化巷道，更新健身器材，组
织群众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拔河、跳广场
舞、跳绳比赛等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不仅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也让群众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

今年 9月，界村通过争取项目资
金 160余万元，对一组村民 3800米的
巷道进行硬化。

在巷道硬化的过程中，需要拆除群
众门楼3栋，苹果树16棵，核桃树等其它
树木70余棵。其中，村民郭世民家的两
栋门楼在拆除中不太顺。最终，经镇村
领导干部的协调，施工中所涉及的所有

村民都同意无偿拆除了附着物。
“一开始村干部跟我说，这次硬化巷

道需要把路修宽方便车辆进出，这样我
家的两栋门楼就保不住了。”郭世民说，
当时考虑到修建一个门楼就要 1万多块
钱，如果没有赔偿就不同意。经过村“两
委”班子多次上门协商，讲事实，摆道
理。他终于想通了，要致富先修路，这是
为子孙后代谋福利，不能因为个人而影
响到大家。

10月份，巷道硬化完成，彻底解决村
民出行问题。

“过去路两边，窄窄的，弯弯绕绕的，
尤其是下雨天很不方便。现在，这路修好
了，比以前宽敞多了，而且路两边是果园，
拉苹果、装车什么都方便，也不用担心苹
果会损伤了。”村民郭文建高兴地说。

从“一处美”到“处处美”，近年来，界村
坚持把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的切入点，对全
村进行整体规划，坚持村庄建设规划先行，
美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打造更加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

界村“气质”新
记者 王垠山 通讯员 田伟 吴舒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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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婧）近日，陕西省科技厅公布
了2024年度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认定名单，依托
延安大学建设的陕西省信息与能源装备制造概念验
证中心获批省级首批概念验证中心。

概念验证中心是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通
过提供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验证、商业前景验证等
概念验证及关联服务，加速挖掘和释放基础研究成果
价值，加快推动实验室成果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陕西省信息与能源装备制造概念验证中心依托
延安大学科技园和技术转移中心，聚焦围绕能源化
工、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为信息与能源装备制
造相关的新技术提供供应链与渠道构建、产品成本控
制与核算、投融资、市场分析、商业化支持等概念验证
服务，加速科技成果挖掘和前端赋能，加快推进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按照概念验证中心建设
要求，不断完善概念验证项目、平台和服务体系，加速
科技成果挖掘和前端赋能，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推动实验室成果与
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延安大学获批陕西省首批概念验证中心

本报讯（记者 刘婧）近日，由延安市林业局、黄
龙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延安市森林草原防火中心、
延安市黄龙山国有林管理局、黄龙县自然资源和林业
局承办的“2024年度全市林业系统森林草原火情早期
处置演练”在黄龙县成功举办。

本次演练共出动专业消防队 2支，半专业消防队
18支，共计310人。演练采取实战演练的形式，紧扣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和扑火实战流程，分为火情报
告、启动场（镇）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和扑火指挥
程序、启动县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3个阶段，先后
设置了先期无人机火情侦查、地面风力灭火机、手投
式灭火弹、水泵灭火、开设防火隔离带等 12个科目。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全体参演人员各司其职、精
诚团结、处置高效，展现了严明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
战斗精神，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我市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
体系的协调性和高效性，全面提升了市县两级森防指办
公室指挥协调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极大提高了我市火
情监测和指挥决策质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森林消防演练
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记者 刘婧 通讯员 景浩源）随着天气
逐渐变冷，市场迎来保暖类产品的销售旺季。近日，
甘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供暖保暖产品市场进
行了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县艺佰尚品超市、百货大
楼等市场热销的暖手宝、暖风机等取暖器具产品，仔
细核实产品厂名厂址、检验报告、合格证明、“CCC”认
证、警示说明和进货票据等基本信息是否齐全。同
时，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积极开展了产品质量普
法宣传，对如何辨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假冒虚标，
容易产生漏电、着火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进行了现
场讲解，引导经营者树立文明诚信经营意识，强化经
营者自律行为。

甘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若曦表示，他们
将持续加大冬季取暖家用电器检查力度，做好宣传引
导工作，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家用电器违法行为，
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12315”平台维权
作用，全力守好质量安全底线，为人民群众过安全“暖
冬”保驾护航。同时，她还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取暖
设备时要保留好消费凭证，一旦发现产品有质量问
题，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维权。

取暖器具专项检查
护航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刘彦）近日，安塞区设立首个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进一步做好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区和市场
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工作，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
公里”。

安塞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工作站，通过
有机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特种设备、知识产权、
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要素资源，面向企业、产业、区
域，依托省市秦创原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链条、全
方位、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市场监管全事项“导航”
服务，让更多企业“足不出园区”就可以享受到便利的
高质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推动供需精准
匹配，发挥质量技术基础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支撑和
引领作用。

工作站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深入企业一线，了解
企业实际需求和困难，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积极组
织开展质量法律法规、标准化知识、计量管理、认证认
可等方面的宣传和培训活动，提高企业质量意识和质
量管理水平，帮助企业解决质量技术难题，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企业“足不出园”
可享高效便利服务

安塞区有了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王
平 贾静雨 陈延鹏）田野间，机声隆隆，
残膜回收机、深松犁、旋耕机、联合收割
机等现代化的农机在农机手的熟练操作
下，疾驰奔忙在平整划一的田间……近
日，在子长市举行的延安市2024年秋冬
农机化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各种农机具
尽展风采。来自延安市各区县的 70多
名农机手和种植大户，现场观摩学习了
这些新型农机具的操作使用。

展示现场，在农机中心工作人员的
介绍和演示下，大家逐一观摩了各种现
代化农机具的功能、使用方法和适用

情况，这些设备中有一部分已在子长
市的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据子长
市涧峪岔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负责
人吴亚东介绍，好的设备是发展农村
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基础，过硬的技能更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他们主
要在农作物的“耕、种、防、收”4个环
节，购买拖拉机 4台，旋耕机、翻转犁 6
台，共为农民翻地 2800余亩；购买播种
机 6台，为农民播种面积达 1600亩；无
人机 1台，玉米收割机 1台，今年服务
了 283户农户，涉及 26个行政村，与农

户实现了抱团发展、联合共赢。
“设备节省了人力，降低了成本，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今天看了‘5335’播种
机感觉挺好的，准备买一台。”子长市润
平种养殖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南志章看了
机器展示后表示，他们合作社目前有耕
地 420亩，拖拉机 3台，农机配套设备 3
套，今年为周边17个村民小组耕种2500
亩，饲草青贮打包1000吨，干草打包500
吨，如果再添置上播种机，服务就能更齐
全了。

“以前5天的活，现在1天就能干完，
还有免费的培训、考试，提高了我们的安

全意识，新型农具是我们农民最好的帮
手。”农民郭广忠高兴地说。

近年来，子长市高度重视农业机械
化工作。截至目前，共成立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 8 个，各种农业机械拥有量达到
3.2 万台（辆、部），完成耕整地作业 1.2
万亩，机械化播种 5200 亩，联合收获
3500亩，秸秆青贮打包 3.2万包，残膜回
收 800 亩，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得
到显著提升，帮助农民降低成本，增加
收入，实现增产增收增效，为全市新型
农机具的推广使用起到典型示范的作
用。

现代农机具 田畴大展示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11月17日，
延安博物馆与漯河市博物馆合作共建协
议签约仪式在漯河市博物馆圆满举行。

延安是革命圣地，有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延安
博物馆坐落于延安新区中轴线上，总占

地面积 124.04亩，总建筑面积 63358平
方米，展陈面积16808平方米，展出文物
1200余件(组)。作为延安首座地市级综
合性博物馆，其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深入
了解延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平台。漯河
地处中原大地，沙河、澧河穿城而过，赋

予了漯河独特的水韵之美，贾湖文化，汉
字文化，商埠文化和红色文化给予城市
厚重的历史脉络。

此次签约，标志着延安和漯河在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双方表示，未来将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在

人才培训、藏品管理、展览交流、科技保护、文
创研发、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共同讲好双城文化故事，
传承发展好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推动文化事业
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延漯两馆携手共建 讲好双城文化故事

11月 18日一大早，延安市迎来了今
冬以来的初雪。然而在延安市体育场，
仍有许多晨练爱好者到此锻炼。只见飘
雪漫天飞舞，市民甩开胳膊迈开腿，成为
冬日雪景中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图为市
民下雪天在体育场晨练空竹。

记者 贺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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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在党员活动中心广场扭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