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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为老人包饺子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王静
雯 寇宁）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当
日，黄陵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携手县
红十字会、“桥山文明之花”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走进县中心敬老院，开展以“你我
一起 志愿同行”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老人送
去关爱和温暖。

活动中，身着鲜艳红马甲的志愿者
早早来到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精心准
备的面粉、蔬菜、水果等生活物品，还现
场为老人们包起了饺子。志愿者们手法
娴熟，不一会儿，案板上就摆满了形态各
异、饱含心意的饺子。看着饺子下锅煮
熟，老人们围坐桌前品尝，欢声笑语此起
彼伏。

陕西好人、黄陵县“桥山文明之花”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队长李敏说：“五月端
午送粽子、香包，八月十五做月饼送给困
难群众，我们会把志愿服务工作一直做
下去，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随后进行的文艺表演环节，志愿

者们自编自演的舞蹈、快板、秦腔选段等
节目轻松欢快、诙谐幽默，逗得老人们喜
笑颜开。整个下午，敬老院里暖意融融，
志愿者们温暖的举动，不仅驱赶了冬日
的严寒，也让老人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
关怀。

黄陵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韩张艳
表示，志愿服务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
要桥梁，希望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发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推动文明实践工作
走深走实。

今年以来，黄陵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抓手，依
托黄帝陵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持
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队伍、资源

“三大融合”，构建立体式、全覆盖、深层
次的文明实践工作格局，扎实推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真正做到“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全
力打通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文明实践有温度 敬老院里爱意浓

近年来，志丹县积极响应国家保障
粮食安全号召，大力推进耕地复耕复种
工作，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切实守住粮
食安全生产的底线，让“沉睡”的土地

“活”起来，为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提供
支撑。

在金丁镇，平整荒地的行动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一台台大型农机紧张作
业，曾经荒芜的土地，在旋耕机等农业机
械的作用下变成平整的良田。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地块存
在道路不通、耕地内有杂草树木的情况，
于是我们联系了铲车、挖沟机等大型机械
对道路进行恢复。”金丁镇金汤村党支部
书记石延柱说，村上将做好宣传动员工
作，鼓励种植大户对耕地进行承包。

为坚守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金

丁镇党委政府立足实际，多措并举，扎实
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截至11月底，
金丁镇已累计复垦撂荒地1200亩，为乡
村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在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中，金丁镇
主要采取三个方面措施：一是动态排查

“清底数”，依托农事直通App，开展地毯式
排查，并建立台账，对账销号，做到“底数
清、原因明、数据准”；二是多管齐下“复耕
种”，按照“一户一策、一地一策”的思路，
因地制宜，采取农户自愿复耕，亲友代种
复耕，集体经济组织兜底复耕复种的模
式；三是统筹规划“强耕基”，统筹整合农
村耕地资源，科学合理规划使用，切实把
荒地变为“产业田、丰收田、致富田”。

在保安街道沙道子村，记者看到几
台挖掘机正在对撂荒土地进行复垦整

治，经过清表、土壤翻新，昔日荒废的土
地被整治得平整松软，来年，荒地将重披
绿装，焕发新活力。

“这块地 20多亩，现在政府免费把
路开通了，土地也平整了，明年准备种一
些洋芋、玉米。”保安街道沙道子村村民
李三保说。

今年以来，保安街道始终将落实好
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作为农业农村
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夯实责任、加大宣传
和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力度等多项举措，
有序推动复耕复种工作。

同样，在永宁镇杨城村，一块块梯田
整齐排列，旋耕机在地里来回穿梭，原本
紧实的土壤被翻起，逐渐变得疏松，重新
焕发出勃勃生机。

永宁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

强耕地保护政策宣传的同时，向群众和村
组干部普及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形成了干群和社会共同关心、支持耕
地保护的良好氛围。

永宁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二龙介
绍，今年该镇共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3.8万
亩，收获秋粮 1.2万余吨。镇上严格按照
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工作要求，扎
实开展荒地排查治理，确保耕地应种尽
种、地尽其用，为农业产业增收和来年的
粮食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保护耕地，固本惠民。志丹县始终
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抓好并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大力推进耕地复耕
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做到应耕尽耕、
应种尽种。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复耕
工作。

志丹县推进复耕复种——

让“沉睡”的土地“活”起来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梁文倩

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
间。近年来，黄龙县统筹推进森林防火
各项工作，构筑起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让
青山常在。

“你好，进山需要进行信息登记和扫
码，麻烦配合登记一下……”在圪台乡森
林防火卡点，值守人员王安一边确认进
山人员身份信息，一边指导人员进行防
火码扫码登记，并提醒大家注意防火安
全，不要携带打火机等火种物品。

寒衣节前后，大量人员返乡扫墓，圪
台乡高速路口的森林防灭火检查卡点变
得忙碌起来。“您好，请停车配合检查登
记。”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引导着过往车
辆。防火干部李雅静介绍道：“我们在
此设卡，就是要对每辆车仔细检查登
记，向司乘人员宣传祭祀期间禁明火、
不乱丢烟头，倡导文明祭祀，从源头消

除火灾隐患。”
防火安全，责重如山。圪台乡科学

规划，共设置5处检查卡点，每处卡点安
排值守人员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严格
查验进入卡点的人员及车辆，封山区域
除住户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全面加强
源头管控。

“作为一名村级林长，守护好一草
一木，我责无旁贷，也乐在其中。进入
重点防火期以来，我每天都要在辖区内
的林地和草地里转一转，这样才放得下
心来。”瓦子街镇瓦子街村党支部书记
刘忠玉说道。

森林防灭火工作中，“防”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瓦子街镇依托镇、村两级林
长工作体系，开展常态化、制度化防火
巡逻工作，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进行

“地毯式”防火巡查，形成了森林防火网

格化责任体系。同时，建立重点区域实
时监控网络，在重要进村、进山路口安
装监控设备，及时掌握人员进山情况和
资源动态变化，提高预警预报和查处问
题的能力，提升森林资源保护发展智慧
化管理水平。

以水灭火护青山，以演备战练精
兵。全镇不断加强扑火队伍建设，组建
镇、村森林防火应急队伍，配备必要的灭
火设备和物资，定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
演练，不断提高队员们扑火实战水平。
一旦遇到火情，确保“拉得出、用得上、打
得赢”，切实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

“周大爷，又出来散步啊，这是防火
安全知识宣传手册，您看一下，也可以带
回家给家人看看。”每到防火期，界头庙
镇范家卓子村护林员王绍殿准时来到巡
护岗位上，开始防火巡护。

森林防火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连日来，界头庙镇村
干部通过走村入户的形式宣传森林防火
知识，面对面为村民讲解野外用火存在的
安全隐患、防火注意事项。

在村民李建国家里，森林防火工作站
工作人员正在入户开展秋冬季防火宣传，
听完工作人员的叮嘱，李大爷的防火意识
有了很大提高：“到山上去的时候，烟和打
火机都不能带，家里的碳灰也不能乱倒。”

进入防火期以来，界头庙镇通过开展
“敲门行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森林防火
知识和典型案例，并依托“五级联动”工作
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对森林防灭火知识
进行广泛宣传。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悬挂
宣传横幅 20条，发放护林防火宣传资料
400余份，并在县域交界处界头庙村和重点
景点神峪村安装LED森林防火宣传屏2块。

黄龙县构筑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护得青山绿常在
通讯员 杜婷 记者 孙艳艳 王敏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通讯员 张鹏程）近日，陕西
省文化馆（曲江馆区）迎来了一场盛大的文化活动——

“大河遗彩”黄河流域非遗文化艺术展演大会。此次大
会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法治传媒委员会携
手黄河流域会员单位共同发起，富县非遗国风乐剧《霸
王鞭》受邀参加展演。

活动现场，富县的《霸王鞭》国风乐剧表演格外引
人注目，演员们用灵动的身姿展现了这一传统民间艺
术的独特魅力。观众在领略富县《霸王鞭》活力的同
时，也领略了富县面花、熏画、黑陶等其他非遗项目的
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

“霸王鞭是富县的文化瑰宝，我们一直致力于传承
和发扬它。为了让霸王鞭更具时代感和吸引力，我们
团队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
和舞蹈编排理念，让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富县鄜州霸王鞭传承人樊明春说。

近年来，富县在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方面做了诸多
努力，加大对非遗项目的支持，围绕国家级陕北文化生
态保护试验区建设任务，深入开展非遗学术研究，探索
非遗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规律，为非遗保护传承
提供理论支持与创新思路，并鼓励非遗传承人开展传
习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文化遗产，让古韵今风共舞。

富县霸王鞭亮相黄河流域
非遗文化艺术展演大会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杨辰
毅）今年以来，甘泉县聚焦养老服务领
域群众关切，以着力改善老年人居家养
老环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特
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项目，全面
提高全县 123户困难老年人的生活品
质，助力他们安心养老。

近日，记者在特殊困难老人南巧生、
张树印家中看到，客厅、卧室、卫生间、厨
房等各处均配备了防滑、防摔等适老化
设备，从多方面细致入微地保障老人的
日常生活起居。甘泉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耐心地向老人及其家属讲解适老化改造
的详细情况，认真询问老人们对这些设
施的使用感受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
实际困难。

甘泉县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

造项目为该县 2024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项目总投资 32.6万元，主要是在特
殊困难老年人的家中安装一系列适老化
设备，诸如防滑垫、扶手、折叠椅、感应灯
以及助行器等，旨在全方位提升老年人
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与便利性。截至目
前，全县 123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全部
完成了适老化改造。项目的实施极大降
低了老年人在家中滑倒摔伤的风险，有
力地保障了老年人的居家安全，切实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改造项目是以‘室内行走便
利、如厕洗澡安全、厨房操作方便、居家
环境改善、安全监护智能、辅助器具适
配’为目标，尽力满足居家养老需求，改
善养老环境。”甘泉县民政局局长马延林
介绍说。

甘泉县适老化改造项目全面完工

123户困难老人居家养老更安心

◀ 工作人员为老年人讲解适老化设备的使用方法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樊俊虎 李昊天）
“戴上助听器后，你感觉我的声音大小怎么样？”“声音
不大，但可以听清楚……”12月 4日，吴起县残疾人联
合会开展“爱可以用声音传递”残疾人助听器验配活
动，为全县50名有需求且符合条件的持证听力残疾人
免费验配助听器，让他们走出“无声世界”。

适配现场，工作人员为前来参加活动的残疾人进
行了详细的听力检测和评估，根据残疾人的听力损失
程度，精心调试，为他们适配最合适的助听器。为了让
听力残疾人用好助听器，工作人员还为残疾人及家属
耐心讲解了助听器的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及听力保护等
相关知识，确保他们能够正确使用和维护助听器。

吴仓堡镇黄砭村的朱荣鹏年幼时因病导致神经性
耳聋，多年受耳聋困扰生活十分不便。此次活动中，朱
荣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助听器，重拾听力。他的父亲
朱双焕说：“娃娃长期听力不好，这次免费佩戴上了助
听器，确实是一件好事情，感谢残联对残疾人的照顾。”

今年截至目前，吴起县共为全县 150名听力残疾
人验配了助听器，为两名听力残疾人装配了人工耳蜗，
为他们开启了有声世界。此外，吴起县残疾人联合会
还为 7名成年人安装了假肢、为 4名儿童定制了矫形
器、为4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为58名残疾儿
童开展专业康复训练，免费为精神残疾人提供药物支
持600多人次。

公益助力，听障人士重获新“声”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杨澍）鞭炮声声，敲
锣打鼓。近日，延川县贾家坪镇双庙村慈善幸福家园
开业，全村老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大喜的日子。

在开业仪式上，延川县慈善协会为村里捐赠款物
2万元，各兄弟村每村捐款1000元，双庙村乡贤能人和
爱心村民等积极主动为幸福家园建设献计出力、筹资
捐赠。随后，村民还自发组织了精彩的说书节目，庆祝
慈善幸福家园正式运行。

双庙村慈善幸福家园目前共有房舍 5间，分别布
置慈善工作站、文化活动室、爱心厨房、爱心餐厅、休息
室，补齐了双庙村养老服务短板，满足了空巢、留守、失
独和独居老人的养老需求。老人们表示，有了慈善幸
福家园，不光解决了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聚
在一起多沟通交流，心情也能变得更好。

双庙村慈善幸福家园在延川县民政局、慈善协会
和贾家坪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下，由村集体出资维修，通过翻新改造村内灾后重建
房，建成双庙村慈善幸福家园，实现了家门口幸福养
老，标志着贾家坪镇所有行政村慈善幸福家园全覆盖。

幸福家园村村覆盖
老有所养为民解忧

本报讯（通讯员 李娜）小小微心愿，传递大温
暖。近日，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开展了以“爱心点亮微
心愿”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帮助社区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实现他们心中的微小愿望。

活动中，王家坪社区将低保户、独居老人、残障人
士以及突发重大疾病患者等特殊群体作为工作重点，
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开展认领圆梦活动，提供多元化、
个性化服务。党员们将药品、抽纸、洗洁精、电饭锅、调
料盒、面粉、食用油等物品送到了困难群众手中，让他
们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服务，帮助完成他们
的“微心愿”。

此次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党建互助共建、
和谐共融，真真切切为社区居民办力所能及的实事、好
事，也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温暖，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下一步，王家坪社区将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开展好

“双报到”工作，聚焦服务民生，持续通过认领圆梦“微
心愿”活动开展常态化帮扶，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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