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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石 冲）今年以来，丹凤县武关镇立足工作实
际，以优化“南菌北药中园区”产业布局为目标，搭建镇村乡村
振兴人才网络，不断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推进武关乡
村振兴。

武关镇紧扣“才聚丹凤、引领发展”主题，按照“集聚乡土人才、
引领产业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工作思路，以镇有工作站、村
有工作室的标准，创新引才、育才、留才体制机制，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订共建协议，发展壮
大武关核桃、天麻、袋料香菇、茶叶、肉鸡等主导产业，不断延伸主
导产业链条，依托镇内16个省、市、县帮扶单位和5家龙头企业、7
家专业合作社，柔性引进驻站博士7名、专业技术人才24名，挖掘
培育镇内企业管理人才12名、新兴电商人才28名、农村实用技能
人才 353人，不断促进人才回流、人才成长，凝聚乡村人才振兴新
活力，培养致富带头人 46人，不断为武关山水乡村建设注入新的
活力，助推武关高质量发展。

武关镇凝聚乡村振兴人才活力

本报讯 （代绪刚）商南县围绕市上“一
都四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生态茶城、产业
新城、旅游名城、康养慢城“四大名城”，奋力
建设更高质量、更有品位、更具魅力的富裕
美丽幸福新商南。

依托商南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现有的
25 万亩生态茶业基地，实现规模、品质、
品牌“三提升”，聚力向旅游、康养、深加工

“三延伸”，进一步擦亮“中国名茶之乡”
“中国名茶百强县”名片，全力推进茶旅、
茶养、茶文、茶体融合发展，聚力打造“生
态茶城”。力争通过 5 至 10 年发展，将北
纬 33°适生区全部发展成生态茶园，茶园
种植规模扩大到 35 万亩，产量达 3 万吨，
力争建成西北地区面积最大的茶叶基地
县；集中优选 2 至 3 个中高端茶叶品种，制
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和技术规范，通过协会
自律和市场监管，持续提升茶叶品质，形

成拳头产品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整合现
有 茶 叶 品 牌 ，每 年 设 立 500 万 元 至 1000
万元宣传推广基金，做足“22℃商洛、北纬
33°商南茶”宣传文章，唱响“金丝泉茗”
商南茶区域公共品牌。

依托县域工业集中区、“双创”产业园
等平台，发挥商南茶、菌、果、钒、硅、镁及
生 态 旅 游 等 资 源 优 势 ，实 行“ 链 条 化 ”谋
划、“链长制”推进、“链主式”引领，聚力打
造“新农业、新材料、大旅游、大健康”四大
百亿产业集群，以高质量项目推动经济高
质量崛起，确保“十四五”期间县域经济总
量 突 破 100 亿 元 大 关 ，力 争 2030 年 冲 刺
200 亿元级规模，聚力打造“产业新城”。
把钒材料作为工业首位产业，钒、硅、镁等
新材料作为 3 个工业集群，通过推进绿色
循环发展，大力培育百亿级新材料产业集
群 ，促 进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 积 极 培 育 新 材

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轻工电
子、绿色食品五大领域链主企业，力争成
功 创 建 省 级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加 快“ 双
创”基地建设，力争 3 年内建成第 3 代厂房
30 万平方米，积极谋划招引集群化项目，
提升县域工业承载力。

依托陕南唯一的 5A 级景区金丝峡，提
升精品景区景点品位，加快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加快推进农旅、茶旅、文旅、康旅深度融
合发展，按照 5A 级景区标准完善公共服务
功能，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丰富旅
游新业态产品，力争新增 4A 级景区 1 个、
3A 级景区 3 个，构建“二日游”“三日游”精
品旅游线路，奋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聚力打造“旅游名城”。按照“全景商南、
全域旅游、全业融合、全时服务”发展思路，
打造形成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出台全域旅
游扶持发展意见，做好农旅、文旅、商旅、康

旅等“+旅游”文章。
依托生态资源和“北纬 33°”的独特

优势，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创建
国家园林县城，落实“双碳”战略，提升“中
国天然氧吧”影响力，大力发展生物医药、
绿色食品、健康养生等产业，完善运动健
身、医疗养护、美食娱乐等服务体系，聚力
构建“慢生活”“大康养”格局，建成商洛

“ 中 国 康 养 之 都 ”最 佳 目 的 地 ，聚 力 打 造
“康养慢城”。深度开发旅游康养、绿色食
品、高山农产等生态产品，持续延长生态
产业链条，研发上下游细分领域产品，满
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产
品附加值。紧扣全市“中国康养之都”目
标，深度挖掘茶浴、茶体、茶膳、茶养等茶
文化康养要素，发挥“三省八县”接合部的
区位优势，探索商南康养新模式，实现茶
叶产业向康养融合延伸。

立足高品位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商南着力打造“四大名城”

本报讯 （张亚男 刘玉芳）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
局山阳县分局坚持以学为先打造学习型机关，将“学习强
国”平台使用作为提升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基础平台，抓
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途径，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坚持

“学习强国”线上打卡常态化，为思想“加油充电”。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来，平台集“报、刊、台、

网、端、微、号、屏”为一体，主题集中、内容权威、信息及
时、资源丰富，涵盖了各方面学科大数据资源，深受社会
大众的喜爱。山阳县分局党员干部们利用碎片化时间，
通过浏览文章、观看视频、参与讨论、在线答题等方式，
从“学习强国”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
资源，既了解了时事政治，又补充学习了文学、历史、科
技和生态环境等知识，开阔了眼界，拓宽知识面，提升理
论水平。尤其是“学习强国”中的答题板块深受喜爱，各
项答题里涵盖了时事政治、法律法规、人文历史、生活常
识等诸多内容，答题的同时也丰富了自身的知识储备。

山阳县分局通过日提醒、月通报等形式充分调动党
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形成了“领导带头引领学、党
员积极参与学”的良好学习局面，参学率和活跃度持续
提 升 。 全 局 党 员 100% 完 成 注 册,100% 参 与 学 习 。 目
前，打卡“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学习已成为山阳县分局全
体党员干部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大家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提升能力，增长本领，你追我赶，形成了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

山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员干部

“学习强国”线上打卡常态化

本报讯 （杜振良）11 月 27 日，市林业局召开 2022
年生态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项目申报工作安排部署
紧急会议，及时传达落实市委、市政府重点项目观摩会
和 26 日召开的全省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2022 年
中央预算内项目安排部署会议精神，学习重点区域生态
保护和修复中央预算内项目管理办法，讲解项目申报有
关程序要求。

会 议 指 出 ，此 次 项 目 申 报 ，不 仅 是 争 取 2022 年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资金，而且事关“十四五”全市

生态建设和林业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要求，各县
区要高度重视项目申报工作，学习领会项目申报的
新变化、新要求，快速做好组织落实，确保按期完成
项 目 申 报 。 要 求 各 县 区 和 各 科 室 单 位 树 立 项 目 为
王 ，以 项 目 投 资 论 英 雄 的 强 大 共 识 ，掀 起 争 取 大 项
目、建设大项目的高潮，力争在项目规模、投资总额
上都有大的突破。

各县区林业局分管领导、业务负责人，市林业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市林业局安排落实2022年生态保护和
修 复 中 央 预 算 内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本报讯 （张少英 杨 绒）“这场培训及时解决了我入行以
来理论薄弱、业务生疏的困难。”刚刚参加完培训的洛南县石门镇
纪委书记苗亚娜深有感触地说。11 月 25 至 11 月 27 日，洛南县
纪委监委举办了全县 13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的综合业务培
训班，着力提升换届后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

聚焦全县当前纪检监察工作薄弱点，紧跟“三化”建设提升
年全员培训工作要求，本次培训精准设计了集中授课、实操演
练、案卷评查、知识测试等课程套餐。邀请省、市纪委监委业务
精英从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审查调查谈话等进行了讲
解。县纪委机关相关业务室负责人就党风政风日常监督、信访
检举举报、审查调查基本环节及常用文书规范、案件审查调查、
案件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业务培训。

为解决基层审查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案卷不规范、流程不完
善、要素不健全等问题，培训中将全县 16个镇办、12个派驻纪检
监察组和机关纪检监察室干部分成 4个案卷评查小组，每组随机
抽取 2个案卷开展案件质量评查，严把质量关口，面对面指出问
题、手把手教学，严密细致督导，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案卷质量。

“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虽然已经是一名老纪检监察干
部，但是考完试却有一种强烈的本领恐慌感。”永丰镇纪委书记杨
钢感叹。为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用的目的，县纪委监委精心设
计了试题，内容涵盖政治理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纪法
规、业务培训知识等，采取闭卷考试方式检测培训及学习效果。

在集中“充电”基础上，洛南县纪委监委新一届班子立足让
全员培训“不打烊”目标，灵活施训方式，在委机关设立了“周一
课堂”，以例会为载体，将政治理论学习、业务培训、体会交流相
结合，开展以老带新、以工促学活动，激发干部“比、学、赶、帮、
超”内生动力，淬炼实战能力，着力打造纪检监察业务尖兵。今
年以来，“周一课堂”已开课 10 期，培训 320 多人次，有效地利用
碎片化时间，破解了工学矛盾问题。

洛南集中培训纪检监察干部

本报讯 （樊利仁 张少杰）
今年以来，丹凤县以“八清一改”为
重点，采取“五条措施”，全域推进
村庄清洁行动，打造生态宜居的美
丽家园。

强化领导，夯实工作责任。丹
凤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挂帅、县长
主管、分管副县长主抓的丹凤县村
庄清洁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
开一次专题会议分析研判，研究破
解难点难题，现场观摩考评推进工
作落实，构筑了县、镇、村、户四级
联动和从主要领导到一般群众层
级 包 抓 的 责 任 落 实 体 系 ，形 成 了

“政府领导、部门包抓、镇村主导、
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强 化 宣 传 ，积 极 发 动 群 众 。
采 取 爱 心 超 市 积 分 兑 现 、流 动 红
旗 定 期 评 比 、光 伏 收 益 奖 励 分 红
等“精神+物质”激励方式，激发群
众积极性；印发《村庄清洁行动倡
议 书》、悬 挂 标 语 横 幅 、发 放 宣 传
资料、开展宣传教育等，提高群众
认 知 ，发 动 群 众 参 与 4.8 万 多 人
次；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3877 万元，
拆除旱厕、圈舍 56 处，清理“六堆”
80 多处、农村生活垃圾 1.7 万吨、
农业生产废弃物 2000 吨、残垣断
壁和乱搭乱建 1775 处。

强化治理，不断改观环境。通
过“八清一改”，全县 59 个村庄河塘
沟渠、黑臭水体得到有效治理，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7%，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86%，村庄
绿化覆盖率 45%，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率达到 100%，户分类、村收集、
镇办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基本建立，村庄环境持续改观。

强化提升，助推乡村旅游。先
后认定重点达标村 33 个、干净整
洁村 60 个、样板示范村 62 个，村
庄清洁行动提升了乡村“颜值”，促
进了乡村旅游发展，棣花社区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毛坪村荣获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6 个村成功创建省市美
丽宜居示范村，棣花、毛坪、马炉、竹林关一大批村庄成为
乡村旅游胜地。

强化机制，促进长效落实。印发干净整洁村庄认定、
考核办法等 15 份文件，采取“县级领导+行业部门+镇办+
两代表一委员+群众”的考评模式，按照“日常督查+月点
评+曝光整改+群众投诉”四大模块，每季度通报，严格考
核奖惩倒逼落实。整合公益性岗位 1873 人，定格、定员、
定责，网格式长抓常管，全域村庄清洁行动常态推进。

丹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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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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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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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商州区杨峪河镇民主村举行“苏陕协作、结对帮扶”——南京栖霞万寿村社区捐赠物资发放仪式。
民主村13名五保户、部分易返贫重点监测户以及生活存在困难的群众领取了南京栖霞万寿村社区捐赠的过冬物
资。据了解，本次万寿村社区捐赠的过冬物资有蚕丝被、床四件套等。 （记者 胡 蝶 摄）

（上接1版）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

势，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阻断风沙。
在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植树造林谈何容易？最低

气温零下43.3℃，年平均温度零下1.3℃，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
经验几乎为零……林场第一批建设者赵振宇回忆说：“当时到
处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卷着沙粒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
刀割一样疼。”

听党召唤，不辱使命。尽管条件艰苦，却未挡住一群年
轻人勇于担当的步伐。1962 年，来自全国 18 个省区市的
127 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 242 名干部职
工一起，组成一支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
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那时，我们喝的是雪水、雨水、沟塘子里的水，吃的是
黑莜面窝头、土豆和咸菜。”当年跟 5 个女同学一起毅然奔
赴坝上的陈彦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忆起当年的艰苦磨难
却未曾有过后悔，“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长成大
树，幸福感就难以言说。”

因缺乏在高寒地区造林的经验，1962 年、1963 年塞罕
坝造林成活率不到 8%，一次又一次造林失败，动摇了人们
的信心。

“山上能自然生长落叶松，我就不信机械造林不活！”时
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下了狠心，带领职工在距离林
场办公区不远的马蹄坑开展了一场“马蹄坑大会战”。连续
多日吃住在山上，艰苦付出终换来回报：这次“会战”共栽植
落叶松 516 亩，成活率达 90%以上。王尚海激动地跪在山坡

上，泪流满面。
忠于使命的精神贯穿王尚海的一生。1989年去世后，家

人遵从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塞罕坝。伴他长眠的落叶松林
如今叫“尚海纪念林”，成为百万亩林海的起源地。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为首都阻沙源、为
京津涵水源就是塞罕坝人的崇高理想，种树就是他们坚如磐
石的使命。”

2017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感
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塞罕坝精神作出定义：牢记使命、艰
苦创业、绿色发展。

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接续奋斗接续奋斗

在党的召唤下，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年轻建设者们，
不断进行绿色接力，“塞罕坝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在塞罕坝有句老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防火瞭望员刘军和王娟就是这样一对夫妻。住在林场

深处的“望海楼”，他们白天每 15 分钟要通报一次林区火情，
重点时期夜间每 1 小时通报一次。常年与寂寞为伍，这样的
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待就是 23年。

“选择林业，就是选择奉献。”1973年到坝上的第二代创业
者邓宝珠说，两个儿子如今都在林场，从事林场护林员和施工
员工作。

1980年出生的于士涛是保定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一
头扎进塞罕坝。当年，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拗不过他，放弃高
薪，跟他一起扎根这里。“我们将紧握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奋

力前行。”他说。
在塞罕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

能耐，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
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

选择奉献青春，接续奋斗。
多年不断拓荒造林，林场所辖范围内能种树的地块越

来越少，2017 年以来，塞罕坝人将土壤贫瘠、岩石裸露、蒸
发快速的石质阳坡作为攻坚造林重点，向山高坡陡的“硬
骨头”宣战。

这些地方土壤只有几厘米厚，相当于“在青石板上种
树”。坡陡、石硬、路不通，机械无法作业，就用骡子驮或人
背。靠着塞罕坝人的拼劲和韧劲，2017 年以来，塞罕坝在石
质山坡上攻坚造林 10.1万亩，造林成活率达到 98%。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深有感触地说：“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我们这任领
导班子已经是林场的第 13 任班子，守住、守好这片林子，让
它绿得更有质量，是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赓续传奇赓续传奇

59年来，塞罕坝的创业路，是播种绿色之路、捍卫绿色之路，
更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有效
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
水 源 、净 化 淡 水 2.84 亿 立 方 米 ，防 止 土 壤 流 失 量 为 每 年
513.55 万吨；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 86.03 万吨，释放氧气

59.84 万吨。
塞罕坝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使其成为珍

贵、天然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261种、鱼
类32种、昆虫660种、大型真菌179种、植物625种。

塞罕坝不仅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林场建设者
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今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同
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看着守林护林人的队伍越来
越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倍感欣慰：“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
要继续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我们的国
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总书记的嘱托，既是对塞罕坝几代林业人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全国林业人的鼓舞和肯定。”安长明说，“我们一定牢
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发扬塞罕坝精神，把这片林子管好、护
好、经营好。”

根据规划，塞罕坝将全面开展二次创业，到 2030年，林场
有林地面积达到 12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6%，森林生态
系统更加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我们将走好新时代塞罕坝新的长征路，苦干实干，把塞
罕坝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示范基地，再谱
绿色发展新篇章。”陈智卿说。

永葆初心、勇担使命，新征程上再出发。大力弘扬塞
罕坝精神，牢记绿色发展使命，人人尽责，久久为功，就一
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高质
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共同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曹国厂 于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