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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还有 天2 7 32 7 3

11月 25日，一场大雪过
后，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大凹山
上白雪皑皑，牛羊早已下山回
圈养膘。山下，岭沟村四组村
民王德位家炉火正旺，六七个
邻居正围坐在火炉旁，你一言
我一语谈论着当月“五好家
庭”的归属。

热情的王德位趁大家谈
论间隙，拿出了事前准备好的
果盘，里面盛着苹果、桔子、石
榴。“前段时间娃们回来买了
些水果，邻居们也尝尝。”王德
位说完，掰开一个又大又红的
石榴，露出了一团团晶莹剔透
的石榴籽。他将石榴分给大
家后，接着说：“现在日子过好
了，回汉邻居们团结互助，大
院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和谐大
院，我们真的就像习总书记说
的那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

王德位所在的大院叫和
谐大院，其实是一个小型移
民搬迁点，同院共居着 15户
群众共 71 人，其中 9户为汉
族、6户为回族。2018年，这
个小型移民搬迁点在“幸福
美丽和谐新岭沟”创建活动
中，被岭沟村委会命名为和
谐大院。78岁的王德位是大
家全票推选的第一任院长，
和谐大院明理室就设在他家
的堂屋,墙壁上悬挂的和谐
大院管理制度，以及“五星管
理积分表”，格外醒目。

在王老的记忆里，几年
前，和谐大院一直是邻居们心
中的“闹心大院”。

和谐大院 15 户回汉群
众，以前散住在海拔 1300多
米的大凹山上，是当年典型的
不通水、不通路、不通电的“三
不通”地方。“住山上那年月吃
水最可怜！”王德位说，那时晚
上半夜就得起床，打着火把到
三里外的水凼挑水喝，去迟了
水就被别人挑完了。“挑水来
回走的山路十分陡峭，稍不注
意跌一跤，水桶就咕噜噜滚下
山坡。村民经常赶牛到那里
喝水，结果几头牛都掉下山崖
摔死了。”

1999年，当地党委和政府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大凹山15
户回汉群众才走下大山，搬进
了岭沟村四组阴坡坪。“由于搬
迁群众家里都穷，在河道边安
家土地又少，为了省钱省地方，
就建成了当地少有的回汉混居
连体房。”72岁的汉族村民张荣
江介绍，他家和回族村民魏荣
方共用一个山墙，而汉族村民

邓远林的房子又和魏荣方家共用一个山墙，一排过去6家都这样。
搬下大山，吃水不用挑、道路通到门、上学一脚平，好处真不少。

但新的堵心事又像沉重的铅锤一样，压在十几户搬迁群众的心头
上。搬迁建房欠下一屁股外债，让本就贫穷的群众日子过得更紧巴，
再加上民族习惯不同和邻里纠纷产生的新矛盾，让一大院子人都很
闹心。“汉族村民想在路边架圈养猪，回族邻居意见大，回族村民放养
牛羊，一早起来汉族邻居看到牛羊粪便把院子弄得臭烘烘，就开口大
骂。”村民刘开梅说：“几年前，大院里因为牛羊偷吃庄稼、小孩串门儿
损坏东西、这一家在地界多挖了那一家几锄地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邻
居们动不动就互相拽着找村干部评理，找镇上领导上访，有时还大打
出手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2015年，精准扶贫开始，大院15户群众中4户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全村占比较高。包扶干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引导大院
村民开展互帮互助，寻找致富出路。邓远林的儿子邓小鹏在镇安县
城承包建筑活时，总是优先找大院邻居前来务工；回族村民马万志在
西安开泡馍馆时间长了，熟人多，就帮贫困户马万平到西安摆地摊挣
钱，还引荐贫困户方长银老两口到西安做环卫工；贫困户赵德福不能
在大院里养牛了，院长王德位和几个老年人一起帮助他在远离院子
的地方建起了牛栏，一年养牛收入5万多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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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丹凤县网货供应中心工作人员正将当地农产品打包发货。截至当晚8点，该县电商累计发货4万多
件，销售额达到1087.39万元，其中线上销售350多万元，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农产品上行销售难的问题。（宋雨萌 摄）

本报讯 (刘 媛)12月 14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郑光照带领市直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深入柞水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挖掘区域优势，抢抓
发展机遇，扎实推进“十四五”项目谋划
储备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郑光照首先来到营盘镇云山湖大

健康产业开发项目安置房施工现场，详
细了解群众搬迁安置、工程进度、配套
设施建设等情况，沿途查看地势地貌、
项目选址和周边环境，并与相关负责人
就规划设计、功能分区、建设周期等情
况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突出生态优先、规划引领，积
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

现路径，推动生态高水平保护、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柞水县城中心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建设现场，郑光照仔细查看规划图和效
果图，询问手续办理、建设进度等情况。
他指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重大民生工
程，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安全、保质量、
保进度，在实现收益平衡的基础上，切实

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真正让棚户区改造
成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郑光照强调，经济要发展，项目是关
键。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把项目建设
作为主战场，进一步拉升标杆，站高看远、
谋实谋细，精心谋划、科学储备一批强基
础、增后劲、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
程，高标准高质量绘制好“十四五”发展蓝
图，以高质量的规划推动“十四五”发展高
起点开局、高质量推进。

郑光照在柞水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

挖掘区域优势 抢抓发展机遇
扎实推进“十四五”项目谋划储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柯 岩)12月
14日，市委副书记、市副总河
长、金钱河市级河长李豫琦
带领市水利局和市自然资源
局负责人，赴金钱河山阳、柞
水段流域沿线部分镇村，实
地检查河长制落实情况，督
导河流“清四乱”工作，推动
存在问题整改。

李豫琦一行先后来到山阳
县漫川关镇箭河村、南宽坪镇
上坪村、城关街办冯家湾社区
和柞水县杏坪镇后坪村、瓦房
口镇老庄村，实地查看了存在
问题整改情况，现场对落实河
长制、彻底抓好问题整改提出
明确要求。期间，李豫琦一路
边走边看，开展巡河检查，随机
拨打监督电话抽查镇村河长制
责任落实情况，并就影响行洪
安全、随意倾倒垃圾等新发现
问题进行了交办。

李豫琦强调，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对标党中央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部署要求，以更大力度
推动河长制工作落实，促进金
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要压紧压实责任，深入落
实一河一长、一河一策、一河
一档等制度，定期开展巡河
巡查，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担
责、守河尽责。要常态化推
进河流“清四乱”，特别是对
各级暗访反馈问题，盯住不
放、跟踪问效，明确整改责
任，强化整改措施，深挖问题
根源，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把
存在问题解决彻底、解决到
位，确保不留尾巴、不反弹。
要尊重自然规律，持续加大
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力
度，扎实做好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河道清淤疏浚、沿岸环
境整治等工作，依法打击河道非法采砂、乱采乱挖、破
坏河流生态等行为，不断提升科学治水水平，让金钱
河流域河道更清洁、生态更优美。

巡河途中，李豫琦还在南宽坪镇上坪村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检查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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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
2015年削减了7.0%、6.4%；

森林覆盖率达68.37%；
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7

年保持全省第一；
城市水环境质量连续4年居全省前列；
连续3年成为全省唯一进入全国空

气质量达标城市行列的地市；
荣获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气候康养之

都、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称号。
这一组来自秦岭腹地商洛的数据，凝

结着当地干部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和付出的汗水，表明了商洛生态文明建设
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聚力整治 提升生态“颜值”

“之前群众不满意，对企业有很
多投诉。”商南天和泥浆有限公司负
责人康朝伟告诉记者，“县生态环保
部门在深入调查后，要求我们消除气
味，切实打消周边村民的顾虑。我们
在商洛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商南县分

局的支持下，潜心做好环保技术升
级，并挨家挨户耐心讲解，逐渐消除
了乡亲们的顾虑。”

今年以来，商南县以开展作风建设专
项整治活动为契机，坚持把大气污染防治
和水污染防治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头
号工程”，持续抓好工业、燃煤、交通、扬
尘、餐饮油烟大气污染治理，全县空气质
量大幅提升。

近年来，商洛市全面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青山”四大保卫战，生态环境“颜

值”得到了持续提升。
商洛以坚决的态度实行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全力配合省委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巡视，72个违
规建筑问题、454个秦岭生态环境问题
全部整治到位；制定并实施了“大气污
染防治四年行动计划”和“铁腕治霾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落实减
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等各项
措施，“商洛蓝”已成为亮丽名片。

（下转第二版）

让群众切实享受到“绿色福利”
——商洛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侧记

陕西日报记者 屈荔鹏

本报讯 (樊利仁)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丹凤县坚持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作为巩固脱贫
成效的根本之策，坚持长线短线产业结合、产业就业同
发力，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群众持续
增收致富。

围绕切实解决“两不愁”问题，县上因地制宜，高度
重视特色产业“长短结合”，为实现长效稳定脱贫提供
强力支撑。通过专班包抓、以奖代补、减免税费等方
式，引导支持产业延链条、建基地、带农户，培育建成食
用菌产业园、西部农特产品加工交易中心等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1个，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82个，47个

村光伏电站链接所有贫困村、带动2101户贫困户增
收，贫困村集体经济增收实现全覆盖，被列为全国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县上出台保障农民工就业创业“十条措施”，通过扶
持创业带动就业，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近年来每年
平均劳动力转移就业5.3万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9万
人；40家社区工厂、扶贫基地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670
人，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群众就业2037人。积极探索
“创业担保贷款+信用村创业”扶贫模式，扶持自主创业，
采取发放补贴、办理贴息贷款等办法，扶持304名贫困劳
动力创业脱贫，带动就业1043人。

丹凤丹凤 抓产业强支撑 稳就业促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陈 静)近日，我市制定出台了《商洛市
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自2021年1月9日起施行，就中心城市生活垃圾的分
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以及相关管理活动提出要求。

《办法》明确将生活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办法》要求各单位、群团组织、学
校、媒体、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
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公园、旅游景点、环保组织和志
愿者组织等，要对社会公众的生活垃圾分类进行积极宣传
引导，推动全社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法》对分类

收集和运输、分类处置和资源利用、监督管理等环节涉及
的单位职责、方法要求进行明确。

此外，对违反《办法》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
责任，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管部门依
照《办法》相关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对单
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
元以下的罚款。

《办法》的施行将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进入“有法
可依”“强制实施”阶段。市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投放习惯将
面临很大改变。

《商洛市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明年1月9日施行
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最高罚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