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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武功县久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10月15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武功县久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将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大庄镇农贸园滨渭路北侧南区1-8
号库，北区1-2号库（总仓容5000吨）租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
公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5日起至2025年10月14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武功县久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唐·首倡祭祀坊州黄帝陵庙之臧希让

延安古代历史人物

唐大历五年（770），鄜坊节度使
臧希让以“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
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之建言，获
得代宗皇帝恩准，由此，坊州黄帝陵
正式列入国家祀典。臧希让以一言
之谏惠及百世，但其家世与宦历，却
不为人所熟知。幸有唐代大书法家
颜真卿所撰并书《臧怀恪神道碑》存
世，我们方才得以稽考其大概。

臧希让，唐莒州北乡（今山东莒
县东莞）人氏。高祖臧满，为隋骠骑
将军。曾祖臧宠，为灵州都督府长
史。祖父臧德，为朝散大夫、赠银州
刺史。父亲臧怀恪（668—724），字
贞节，为臧德第三子。玄宗开元初，
宦游平卢军（治于营州，今辽宁朝阳
市）节度府，适逢北边游猎民族奚、
室韦（即蒙古族远祖）大举进扰，乃
挺身与战，所向披靡。玄宗闻而嘉
之，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萨拉
齐境内）都督府长史。后历任左卫
率府左郎将、右卫中郎将兼安北都
护、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马
使，受到朔方节度使王晙器重，升任

都知兵马使。曾率百余骑奔袭突
厥，斩杀数百人，慑服招抚突厥部落
二千帐来归。任河西军前将时，又
为河西节度使萧嵩所赏识，擢任河
源军使兼陇右节度副使、关西兵马
使，晋右武卫将军，驻守鄯城（今新
疆吐鲁番鄯善县），威慑吐蕃。在任
期间“吐蕃不敢向者累年”，晋爵上
蔡县开国侯。开元十二年（724）卒
于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六，玄宗
诏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当年十月，
移厝京兆府三原县安葬。

臧怀恪育有七子，以长幼为序
分别为：游击将军、崇仁府折冲都尉
希崇；丰州别驾、赠宋州刺史希昶；
左武卫将军、朔方节度副使、赠太子
宾客希忱；右卫左郎将、剑南讨击副
使、赠汝州刺史希偣；右骁卫郎将、
靖边军使、赠秘书监希景；宁州刺
史、左金吾将军、赠扬州大都督希
晏；开府仪同三司行太子府詹士兼
御史大夫邠宁山南观察使、集贤待
制、工部尚书、渭北节度使、鲁国公
希让等，皆身居要职，其中以臧希让

声名最显。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入蜀

避难。不久，肃宗在灵州即位，自领
天下兵马大元帅，臧希让亲随左右，
为大元帅府都虞候。与肃宗患难与
共，建功立业。《臧怀恪神道碑》云：

“希让识度弘远，器谋沉邃，仁亲以
孝，殿国以忠，绛冠裕于人伦，勋劳
懋于王室。至德中，今上为元帅东
伐，肇充押衙，从收两京，陟降左
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拥
麾幢，载枼（牒）登澄清之寄。加以
笃睦群从，纠绥宗族，吉凶懋于王
室。”乾元二年（759），肃宗“以公有
谋冀之勤”，赠魏州刺史。宝应元年
（762），又赠太常卿。广德元年
（763），代宗臧希让之功，追赠其父
怀恪太常寺卿。

臧希让家族世为边将，与西北
渊源颇深。大历五年（770），为了构
筑长安北部的军事屏障，代宗特命
肱骨重臣臧希让出任鄜坊丹延节度
使，主持渭北、陕北一线防务。上任
伊始，臧希让即上奏朝廷修葺增建

黄帝陵庙。大历五年四月，鄜坊节度
使臧希让上言：“坊州轩辕黄帝陵阙，
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诏从
之。”得到朝廷批准以后，臧希让主持
将圮废的轩辕陵重修一新，又在桥山
西麓修轩辕庙，历时两年告竣，作为历
代祭祀黄帝的固定场所，奠定了坊州
黄帝祭祀圣地的地位。宋太祖开宝
初，黄帝庙移置桥山东麓，历宋元明清
以迄如今，历代祭祀不绝，成为海内外
华夏儿女心目中的中华民族圣地。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
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陕西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2024年10月15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陕西王掌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老庙镇桥子村北区
1-18号库，南区 8、9、10、12、13、15、17号库（总仓容 7200吨）租
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5日
起至2025年10月14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陕西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延安中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4年10月24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延安中果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七里村街道白家川1-12
号库（总仓容4100吨）租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租赁期限
自2024年10月24日起至2025年10月23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延安中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洛川延刚经贸果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10月24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洛川延刚经贸果业
有限公司将位于延安市洛川县苹果产业园区17号果库1仓23、22、
21、20、19、18、17、15、14、13、11；2仓43、42、41、40、39、38、37、36、35、
33、32、28、26库（总仓容10000吨）租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
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24日起至2025年10月23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洛川延刚经贸果业有限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渭南七月果塬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于2024年9月12日签订《冷库存储服务合同》，协议约定渭南七月果
塬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高李村那
女孩的果园供应链云仓（总仓容1000吨）租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
公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9月11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渭南七月果塬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渭南天顺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4年10月15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渭南天顺农产品商
贸有限公司将位于渭南市白水县果库1-22号库（总仓容4700吨）租
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5日起
至2025年10月14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渭南天顺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与白水县盛隆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年10月15日签订《冷库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白水县盛隆果业有
限责任公司将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北井头乡李家卓村D区1-5
号库，A区1-10号库（总仓容4100吨）租赁给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
公司，租赁期限自2024年10月15日起至2025年10月14日止。

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在该
库内储存的苹果所有权归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其他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和销售，更无权用于抵押、质押、担
保和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声明人：白水县盛隆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粮农洛川果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公告

（上接第一版）
20多年来，南沟村累计实施退耕

还林面积近 3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92%。“好山水就是发展底气，只有做到
生态养民，才能巩固植树造林的成
果。”村党支部书记白涛说。

另外一片“林”也开始悄然兴起。
靠着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南沟村

不仅成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还是美
丽宜居示范村，一个个生态产业如林
木葱茏。

山上长满了树，山下蓄足了水。
南沟水库原本是村民打的淤地坝，由
于连年减少的泥沙沉积，最终没有成
为村民饱腹的“粮库”，如今却成了致
富的“宝库”。

2018年，南沟村成立秦风水韵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风旅
游公司），打造以南沟水库为中心的“一
心八点”生态度假村，发展乡村旅游。
截至目前，旅游综合收入累计达到580

万元，为村集体创收80万元。2023年，
南沟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8万元。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南沟便接二
连三地迎来旅游“热潮”。

文艺演出、篝火晚会、美食街、露营
基地……多种多样的休闲活动让游客
过足了瘾，也让薛志龙忙得不可开交。

多年前，在吴起县城开出租车的
薛志龙，2018年回到村上，借着村上发
展乡村生态游的机遇，成了一名观光
车司机。今年，他又解锁了新身份，成
了秦风旅游公司的副总经理。“不出村
就能挣到钱，收入稳定还能照看家。”
对此，薛志龙很是骄傲：“这都是好生
态带来的好工作。”

生态变好，人们对这片林子有了
更多期待，南沟的“绿色”故事也在不
断续写。

10月22日，天气晴好，村民崔世伍
正抓紧给采收回来的山桃脱皮。

“山桃核 1公斤最高能卖到 5元，

按照我今年采收的量，能卖 3万元左
右。”在崔世伍和当地村民眼里，这是
种树带来的好处。

11月 17日一大早，刘虎开车载着
满满一车鸡蛋向县城赶去。这个南沟
村的好“后生”，经过七年时间摸索，已
经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生态产业致富
经。

2017年，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刘虎
毅然返乡，上山种了 170亩山地苹果。
为了增加效益，他又摸索着在林下养
鸡，规模达到2000余只，将生态经济产
业链不断延伸，2023年收入突破 40万
元。

兴旺的产业让越来越多的南沟人
在家门口挣起了钱。

村民高志军早早地嗅到了商机，
十几年前就在村上开起了农家乐，近
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南沟村，
高志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年收入近
20万元。

从“生态美”到“生态富”，从“绿色
颜值”到“金色价值”，南沟村实践证
明，生态本身就是经济。

“从以前只知道种地到如今‘遍地
开花’的产业，村民们致富的门路越来
越多，发展的底气也就越来越足。”村
党支部书记白涛说，说到底，还是那句
话——树树连成林，遍地葱茏是“金
银”。

一棵树接着一棵树地种，植被好
了，风沙没有了，水土也不流失了，越
来越多的生态产业成长起来，长成一
棵棵参天大树，搭稳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四梁八柱，曾经的“全国退耕
还林第一县”——吴起，又开始为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提供更多实现路径。

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意识
到树是“宝贝疙瘩”，南沟村村民一年
四季不间断地自发巡山护林，高亢嘹
亮的歌声响彻山林，“信天游唱得不断
头，南沟人的好日子在后头……”

南沟：树树连成林 遍地吐“金银”

（上接第一版）
我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树，被誉为

“中华第一柏”。历经千年，如今的我，
绿荫如盖、高可凌霄，干壮体美、枝叶
繁茂，可谓风华正茂。

一棵树，怎么能生长 5000年还屹
立不倒？树荫下，我常常会听到这样
的疑问。我想这凭借的不仅是自身顽
强的生命力，更得益于中华民族千百
年来植绿护绿的优秀传统。

眼下天气转冷，我也进入了休眠
期，身边密密麻麻架起了 2000多根钢
管，黄帝陵保护管理服务中心护林科科
长、副研究员李小军和同事们正在对我
进行一次全身的“体检”与“保养”。

“快瞧，树叶比以前更绿了！”我听

到这群老朋友的惊喜感叹，内心异常
激动。是呀，要是没有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专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编制科学
方案，没有当地庞大的守护团队的精
心管理和悉心照料，没有成千上万名
参观者们的爱护珍惜，我何以越千年
仍壮美。

一直以来，我的健康、安全都牵动
着人们的心。

作为生长在北方的古树，我很怕
遭遇雷击。以往防雷多靠一些传统手
段，今年，黄陵县邀请了防雷专家团
队，在我周边安装了国内最先进的智
能防雷系统。当雷电发生时，系统可
以根据监测情况自动“出击”进行防
护，我不用再担惊受怕。

为了更好地检测我的健康状况，
工作人员还采用TRU树木雷达等先进
的检测技术，在不损伤我错综复杂的
树体及根系的情况下，通过一根根微
根管检测获取实时数据，如同为我配
备了24小时“私人医生”。

大家为我做的还远不止于此。改
善生活环境、安装树体支撑、树冠进行
喷淋、树体防腐与修补、围栏与地面架
空、复壮引根、杀虫消毒……从头到
脚、由内到外，以树为本、尊重自然，随
着《“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和《重点古
树保护复壮项目实施方案》紧锣密鼓
地推进，我得到了更加科学、系统的全
方位保护。

5000多年里，我经风雨、历沧桑，

目睹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荣辱兴衰和
繁荣昌盛，也亲眼见证着中华文明孕
育出的丰富生态文化世代传承。

我日夜守望着黄帝陵，也守望着
这片深爱的黄土地。每年清明，海内
外华夏儿女相聚黄帝陵，慎终追远、寻
根溯源。作为黄帝陵里的古柏，我以
蓬勃的生机，向每一位来此的炎黄子
孙默默传递着中华民族敬仰祖先、赓
续文脉、尊重自然的宝贵精神。

如今，我的树冠下，一棵幼苗正在
茁壮成长，接力延续着 5000年的古树
基因。在我身后，“思源林”“炎黄子孙
林”“民族同心林”等小伙伴愈发茂密、
葱郁，与古柏群一同簇拥着黄帝陵，相
映成辉、生生不息……

桥山之上，我愈苍翠

新华社武汉11月18日电（记者
喻珮）“我们在创作上形成了共识，激
发出很多火花”“希望未来两岸可以共
同构思、共同创作”……17日晚在武汉
举行的第十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
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暨颁奖典礼上，
两岸青年学生、教师如是说。

当晚，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大学
生、影视爱好者等千余名嘉宾共同见
证了“金飞燕”多个奖项的揭晓。

本届大赛由湖北省台办、湖北经
济学院主办，以“窗外”为主题，鼓励参
赛者叙述两岸风景、特色美食、民俗文
化、科技发展、时尚潮流、创业成长等
内容。组委会介绍，“窗外”象征突破
与超越，承载情感寄托与思绪延伸，亦
寓意两岸青年打开内心、共创美好未
来。

本届大赛首次将手机短视频纳入
奖项，参赛人员从两岸扩至海外。自
今年 4月 30日启动作品征集以来，本
届大赛共收到来自两岸 40多所高校、
青年创作团队、个人及海外的参赛作
品 559件，其中 174件来自台湾地区。
经两岸专家评审，产生 46部入围提名
作品。

作品《何处桑梓》斩获“金飞燕”奖，
《三点水》《台风面》摘得“银飞燕”奖，
《寻龙》《黄将军》《老窦》夺得“铜飞燕”
奖。颁奖现场还揭晓了最佳导演奖、最
佳编剧奖等10个单项奖获奖名单。

短片《老窦》以父亲为原型，讲述
跨越两岸的亲情故事。其创作者、台
湾亚洲大学学生周玉霞说：“我很喜欢
大陆的电影作品，共同的文化基因让
我总能找到共鸣与创作灵感。”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刘尚书创作
的短片《东东的相机》夺得“最佳导演
奖”。他说：“两岸电影各有特点，互学
互鉴有助于相互成就。”

恰逢“金飞燕”展翅翱翔的第一个
“十周岁”，本届颁奖典礼特意向前九
届大赛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创作者致
敬。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会长刘立
汉带着一本珍贵相册走上舞台，里面
记录了他与“金飞燕”相识十年的点点
滴滴。他说：“‘金飞燕’架起两岸青年
分享故事、增进交流合作的桥梁，希望
这座桥越走越坚实。”

第九届“金飞燕”奖作品《定军山
外》的导演沈冯骋作为特邀嘉宾出
席。他在分享环节说：“我要用微电
影，展现传统文化精粹、人物风貌及历
史底蕴，触达两岸年轻人，激发我们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本届颁奖典礼还特设红毯仪式，

让创作者和观众近距离交流，共同感
受两岸青年心怀梦想、携手向前的精
神风貌。大赛颁奖礼期间，还同步举
行了第十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
微视频大赛创作分享会、“潮起两岸
江城影像”两岸青年武汉文化行活动。

十年光影交织，两岸青年以中华
文化为根，以镜头为笔、影像为媒，展
现了两岸同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希望
与梦想、回忆与乡愁、收获与感动。

“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
大赛自 2014年创办以来，吸引了两岸
100多所高校近万名青年参与，累计征
集作品 6000余部，产生了一大批有质
量、有温度、有情怀的优秀作品，展现
了真实而鲜活的两岸融合发展故事。

十年光影交织
“金飞燕”讲述两岸融合发展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