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黄陵县店头镇北川社区的居
民黄保虎，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自
己家中，他急忙上前，言语间满是感谢，场面
温馨感人。

“在生活中缴个电费、水费、话费，不知道
如何使用手机，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指
导如何进行操作，从内心来讲非常感谢这些
娃娃。”黄保虎说。

黄保虎老人70多岁了，社区网格员主动
上门帮助老人完成“微服务”，给老人带来了
暖心和方便。

“我们社区服务面积广、人口数量众多、
人口结构老龄化，为了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

安心更舒适，我们积极落实镇上提出的‘五微
服务’，服务好老百姓。”店头镇北川社区居委
会主任何艳芳说。

何艳芳提到的“五微服务”以社区为单位
共同开展建优“微网格”、搭建“微阵地”、开展

“微服务”、点亮“微心愿”、探索“微自治”，以
“微”字把脉，打通社区治理“神经末梢”，不断
激活“党建＋治理+服务”新动能，促进基层
精细化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在店头镇南川社区，防电信诈骗宣传已
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工作人员根据居民不同
情况，点对点制定个性化宣传方案。建行家
属楼老住户张凤岐，今年 75岁，平日里孩子

上班，家中就剩下他和老伴，每次生活中遇到问
题多由社区居委会帮助解决。

“我们社区建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多方联动
体系，组织物业公司、业主代表、社会组织以及周
边辖区商户，共同参加社区的共建、共治、共管体
系，同时我们着力解决居民最困难最实际的问
题，切实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店头镇南川社区
党总支书记王超介绍道。

在具体工作中，店头镇通过划分社区和
企业网格，落实八大职能，建优“微网格”，推
动治理向基层延伸。与辖区单位及公益组织
结成共建对子，打造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党群
服务“微阵地”，推动区域共治。组建多支志
愿队、巡逻队，动员各方力量进社区开展教育
活动，积极开展“微服务”，点亮百姓“微心
愿”，探索“微自治”，推进多方共同治理体系，
为基层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注入长效动力，解
决民生问题，切实让基层治理在实践中走深
走实。

“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定期走入每家每户，帮
我们解决‘微小心愿’，生活在这个社区，最大的
感受就是幸福。”社区居民李华开心地说。

目前，黄陵县店头镇累计组建起 9支志愿
队，点亮“微心愿”65个，开展活动 32次，服务
3500余人，解决民生微诉求13件，调解居民矛盾
6起，实现了“点对点、面对面、手拉手”的全科细
致服务。

“我们将持续深化‘五微服务’，探索为民
服务新路径，努力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
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店头镇党委副书记杨池
介绍道。

近日，志丹县30万亩山地苹果
园迎来了大规模收购，在田野上展
开一幅丰收画卷。

近日，行走在志丹县的田间地
头，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苹果采
摘、分拣、包装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劳作吆喝声，村民嬉笑声，
在果园上空回响。

志丹县义正镇龙泉寺村李成
发 52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李成
发沉浸于采收的忙碌中，也享受着
丰收的喜悦，“今年套了 26万袋，

预计产量能达到9万斤，按照一斤3.2
元的价格，能收入32万元左右。”

2019 年，原本一直在外务工的
李成发，看到了苹果产业广阔发展
前景，就返回村上栽植了 12 亩苹
果。2022年初挂果就收入了 4万余
元。尝到甜头后，2023年李成发又
流转了 40亩果园，成了村上家喻户
晓的果业大户。

同村果农刘志忠的 36亩苹果以
每斤 3.2元的价格被全部收购。采访
时，他正忙着分拣、过秤、装车，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算下来，一亩地还能收入 1万
余元，36亩果园的收入是我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刘志忠高兴地说。

龙泉寺村是义正镇的纯山岭村，
海拔 1600米，昼夜温差大，是苹果最
佳优生区之一，产出的苹果糖分高、
硬度大、口感好。近几年，在县镇两
级的政策支持下，全村大力发展苹果
产业，共有果园 1800多亩。目前，已
全部进入盛果期。

义正镇龙泉市村党支部书记常明
告诉记者，今年全村共套袋350万个，预
计产值 500余万元，仅此一项全村人均
收入就超过了5000元。

龙泉寺村只是义正镇苹果产业发展
的缩影。苹果作为义正镇的支柱性产
业，不仅是全镇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也
是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义正镇将苹果产业作为
一项“富民强镇”的主导产业来抓，按
照“领导包抓、管理提效、综合施策、全
面提升”的思路，不断在果树精细化管
理、肥料投入、果农技术培训、果树品
种改良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求突
破、见实效，果业发展持续向好，3万
亩山地有机富士苹果喜获丰收，特别
是 1.8 万亩短枝富士，产值就达到了
5000万元。

“今后将举全镇之力抓好苹果这项
主导产业，加大培训力度、注重产销营
销，努力使苹果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甜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义正
镇党委书记曹元崔说。

山地果飘香
记者 孙艳艳 刘振振 通讯员 杨耀武 刘洋

接连两天的小雨，清润了大
地。行走在安塞区招安镇白坪村
高坪组的大棚基地，踩着被雨水
冲洗干净的红色砖铺道路，清新
的空气灌入鼻中，一股舒爽游走
全身。进入大棚中，目之所及皆
是翠绿，一片生机，与这初冬的节
气截然不同。

高文军和妻子正在一片翠绿中
打掐枝叶，像穿行在绿海中的蝴
蝶。今年53岁的高文军种植了2个
五代温室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倒
茬的时候加一茬黄瓜。

“2022年村上建大棚 ，我听到
消息后果断回家，和婆姨租种了 2
个大棚。两个人管理大棚不太忙，
收入还比之前好，我对种大棚很有
信心。”高文军一边干活一边笑着说
道。

前几年，高文军和村上其他的
年轻人一样，背起行囊、离开家乡，
去外地谋取生活。他干过苦力，也
租过铺位、当小老板做过生意，试过
各种活计，光景仍然没有明显起色。

在外拼搏的日子，不能照看父
母，不能照料孩子，年龄渐长身体渐
垮，高文军有些茫然。

此时，产业薄弱、村集体经济为
零的白坪村在村支部的带领下，正
在进行着一场破壳而出的改革。结
合村情实际，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征
求村民意愿，建立大棚示范基地，让
农民有产业有收入、能致富，走一条

让村集体经济不再为零的富裕道
路。

在外的高文军听说村上的举措
后，又和村上其他年轻人一样，收拾
行囊回家创业。

“2022年开始建大棚，同年腊
月建好使用，村民们根据自愿租赁
大棚，按照每米 100元，租赁 1个大
棚大概1万元左右。”白坪村党支部
书记白林说。

“我的2个大棚都是113米的五
代大棚，灌溉、放风、设温，只需要在
手机上操作就行，非常节省时间和
人力，这也是种大棚轻松的原因。”
高文军说，“科学种植、智能化种植
带来的便利，让我们真心感受到政
府是拿真金白银在产业上扶持农
民、帮助农民。”

充满信心的高文军和妻子在栽
种上西红柿的那一刻，好像又开启
了新的职业赛道，每天在棚里观察
西红柿的生长情况，拔草施肥。眼
见着果实越来越大，由青变红，最后
变成一张张红钞票装入兜中，映红
了他们黝黑的笑脸。

“上一茬西红柿2个棚卖了8万
多元，这一茬预计年底正好上市，又
能卖个好价钱。”说话的时候，高文
军笑容满面，“租赁一个大棚 11300
元，政府严把关农资品质、村干部天
天检查种植情况、蔬菜技术人员隔
三岔五来指导培训、厂家也派专业
人员教我们种植，那多人一起帮我

们管理大棚、帮我们过上好光景，就是
懒汉都想往前走一走。”

连座的大棚中间，又建立了小
型的拱棚。白林说：“拱棚种植的蔬
菜比大田蔬菜成熟早一点，让村民
的蔬菜可以抢先上市。建拱棚不仅
有效利用了闲置土地，还能让村民
多点收入。”

据了解，白坪村有306户1016人，
在村上产业空白的那些年，稍微年轻

点的村民都出去打工、做生意，只剩下
老弱妇孺。随着蔬菜大棚的建立，有的
村民依靠种大棚年入十来万元。随着
村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村容村貌变样
了，基础设施更新了，走出去的村民回
来的越来越多了。

看着一个个大棚连成片，白林
说 :“我们白坪村的大棚就像是一节
节致富的台阶、村民们走向红火好
光景的云梯。”

大棚映红好光景
通讯员 郝丽萍

自“百日安全生产规范行”
活动开展以来，陕煤集团黄陵矿
业公司二号煤矿紧扣“提意识、
严执行、盯现场、遏三违”主题，
严格现场管理，强化责任担当，
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
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奋力夺取“百
日安”。

压实责任，
拧紧思想“安全阀”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是做好
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防范遏制重
特大事故的什么？”

“是主要载体、基础支撑。”
10 月 21 日，二号煤矿围绕

“八项硬措施”主题，开展了有奖
问答普法宣传活动，让职工进一
步认清危险源、风险、隐患、事故
之间的关系，形成管风险就是管
安全的共识。

知识竞赛、安全宣讲、应急演
练、安全警示教育……在活动中，
二号煤矿围绕“提意识、严执行、
盯现场、遏三违”主题，定期组织
学习培训，切实将《煤矿安全生产
条例》、“八项硬措施”等内容落实
到日常工作中，拧紧思想“安全
阀”，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严格领导干部安全履职，压
实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该矿
按照“责任清单”和“履职台账”，
重点突出重大风险管控、重大隐
患查改和特殊时段安全防范措施
落实，并按照“一岗一清单”“一人
一本账”管理要求，定期对职工安
全生产责任制掌握情况进行检查，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安全
理念深入人心。

紧盯现场，筑牢安全“压舱石”

10月 24日，在该矿井下 215智能综采工作面，只见巷
道内管线吊挂成线、整齐牢靠，设备摆放井然有序、纵横成
行。不远处，该队队长贺立岳正组织人员进行开机前准备
工作。

“目前，正是冲刺四季度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严格
现场管控，规范操作，绝不能掉链子。”贺立岳介绍说，一直
以来，该队严格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贯穿于
生产全过程，确保安全上岗、安全作业。

该矿将管理重心下移，全面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按照“控风险、查隐患，抓整改、促落实”的要求，紧盯重点
人员、重点岗位，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隐患实行闭环管
理，从源头抓好安全隐患整治，实现控风险、除隐患、治灾
害、防事故，把安全管理的触角延伸到班组一线、生产现
场，切实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安全生产夯实现场管
理基础。

以练促战，夯实应急“硬本领”

“报告调度室，215回风顺槽400米处MYP-3×16+1×10
电缆因顶板掉矸砸伤电缆，造成相间短路引起电缆火灾。”
随着演练人员和调度指挥中心的灾情汇报，演练序幕正式
拉开。

“立即启动火灾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通知应急救援中心
快速支援。”

进入冬季，消防安全和火灾预防工作至关重要。该
矿认真汲取火灾事故教训，进一步增强矿井防灾抗灾能
力，提升火灾事故应急管理水平，最大限度降低火灾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组织开展 2024年度火灾事
故应急演练。

“就是要通过实战演练，检验矿井面对各类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在演练现场，该矿总经理华军介绍
说。接下来，二号煤矿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升全体职工
的安全意识，增强矿井应急处置能力，把各种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冲刺四季度，“百安”正当时。下一步，该矿将以拼
的干劲、稳的基调、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战”，为矿井圆满实现全年安全生产任务目标
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新亚）进入四季度，陕煤集团黄
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以落实特殊措施、强化警示教育、突
出重点监管为抓手，以安全生产为底线，全面加强安全管
控，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确保四季度安全生产，该矿结合实际制定了全
面加强安全管控特殊措施，成立包保工作组和督导检查
组，对包保单位开展穿透式安全管理。要求包保工作组
人员每班参加区队班前会，传达贯彻集团公司关于安全
生产的要求部署，并针对当班工作安排强调安全注意事
项；每周深入包保队组作业点督查检查，重点针对现场
安全生产条件、“四位一体”检查确认、作业规程及安全技
术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不断提高现场安全管理
水平。

此外，该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充分利用班前会、
周安全活动，组织全员观看《黑色三分钟 生死一瞬间》等
系列警示教育片，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让职工真切感
受“三违”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和惨痛代价，强化安全意
识。同时，各系统召开安全反思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作业前安全确认，各生产环节必须严格按照规程和
措施的要求执行，确保规程措施落地生根，坚决杜绝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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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筑防线
紧盯薄弱遏“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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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军在打掐秧苗

“五微服务”暖了群众心坎
通讯员 赵文峰 王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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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丰收挂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