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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商南县十里坪镇黑沟村的木耳种植基地，大家正忙着为
地栽木耳基地进行土地平整、除虫、消毒、除草，一派忙碌的景象。

黑沟村村民凌秀梅说：“我们家有六口人，疫情防控期间，出去打工很不
方便，家门口有基地，我们来这干活，每天能挣80元，既能顾家还能挣钱。”

据悉，黑沟村目前有17户农户流转土地并加入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150人在基地务工，每年村民通过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和入股分红，
户均增收1万多元，有效解决了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和增收问题。

十里坪镇黑沟村支书陈伟说：“木耳基地从开始种植到采摘结束，
能带动800多人次的就业，许多农户都会利用农闲时间来到基地务工，
赚取一份收入。”

今年，黑沟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通过与商南县青山绿水恒诚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以每袋2.6元购买30万袋灭菌木耳菌袋，种植吊
袋木耳20万袋，地栽木耳10万袋，接种管理，后期培育，10月底前就可
以完成今年秋季地栽木耳采摘，预计收入140万元。

“下一步，十里坪镇将以木耳种植基地为平台，把木耳种植产业打
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持续长久的富民产业，实现稳农就业，助
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十里坪镇党委书记张学林说道。

（文/图 王悦 张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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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杜 曜）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政府和
安委会成员单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采取
集中执法、督导检查、明察暗访等举措，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实行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闭环管理，把安全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同比下降 66.67%，采矿、建
筑、商贸制造和农林牧渔等行业实现“零事故”，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据了解，今年发生的事故中多为道路交通事故，事故中涉
及的车辆绝大多数为外省车辆。虽然前三季度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但仍然要强化全市矿山、危险化学品、城市消
防、燃气、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夯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从源
头上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市安委办要求各县区、各部门针对第四季度事故易发、
多发的季节特点和安全生产规律，及早研判形势，采取得力
措施，细化责任抓落实。安全生产三年行动验收评估在即，
要统筹安排强监管，稳步推进重实效，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狠抓事故防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党的二十
大安全稳定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评估验收圆满收
官，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抓好冬季道路
交通、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
和城市消防安全，继
续 加 大 安 全 生 产 行
政执法力度，严格执
行 领 导 带 班 和 应 急
值守工作，确保全市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持 续
稳定向好。

前三季度我市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我无比期待二十大的召开，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
来越好。希望辖区平安稳定，群
众安居乐业。作为一名即将退休
的社区民警，我会站好每一班岗，
用实际行动为国泰民安而努力。”
齐永利铿锵有力地说道。

今年 59 岁的齐永利是市公
安局商州分局城关派出所的一名
民警，负责西关社区辖区内的治
安管理等事宜。守护西关社区
17 年的齐永利，亲历着西关社区
的每一次改变。记得刚来时，齐
永利看到西关社区的警务室都是
租赁来的，社区内环境脏乱差，角
角落落堆积着垃圾。居民生活散
漫，法律意识薄弱，遇见路边十分
低劣的骗局也会上当。

今昔对比，变化巨大。齐永
利说：“现在社区有固定的警务
室，方便居民上门求助。社区内
设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垃圾分
类、地面整洁。群众法律意识提
升，积极配合每一次法治宣传工
作，遇到电信诈骗会打电话问我，
或是直接到警务室来找我。”

多年来，齐永利获得过陕西省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陕西
省优秀社区民警、全市优秀党员、商洛市优秀民警、商洛市优
秀公务员等诸多荣誉，一直是全市社区民警学习的榜样。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齐永利对辖区内机关单位、人口数
据、经营场所、特殊群体、邻里矛盾了如指掌。齐永利说：“只
有了解群众，才能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所有的矛盾激化都应该
尽可能遏制在萌芽状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将自
己的工作做好，与社区群众共同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让社区
群众切身感受到平安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
能无愧于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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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春荣）近年
来，丹凤县按照“雨丹引领、辐射带
动、集约发展”的思路，依托雨丹中药
材产业科技园，以十大“商药”等大宗
传统道地中药材为主，兼顾其他适生
种类，重点培育天麻、山茱萸等特色
优势道地“商药”，挖掘弘扬中药材产
业文化，宣传推介“丹艾”“丹凤天麻”

“丹凤山茱萸”品牌，组织申报“秦岭
野艾”地理标志，全方位推动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 10亿级中
药材产业集群。

据不完全统计，丹凤县区域内有
中药材 500 多种，在全国中药材资源
普查的 364 个重点品种中，县域内有
277 种，其中 248 种被列为国家药典
的正品药材。目前，全县人工种植的
中药材主要有山茱萸、天麻、金银花、
柴胡等 30 多种，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总产量约 2.56 万吨，产值约
10 亿元，在全县基本形成了以流岭为
中心的山茱萸板块，以 312 国道沿线
为中心的黄芪、黄芩、丹参、连翘板
块，以银花河流域为中心的黄姜、金
银花板块，以蟒岭为中心的天麻、猪
苓、茯苓板块，以老君河流域为中心
的苍术、五味子五大中药材板块。

丹凤县依托县域北部天麻产区
优势，在峦庄镇建成了丹凤良种天麻
产业园，形成了集天麻菌种研发生
产、科学种植、交易购销、产品加工为
一体的融合发展园区。园区年产“蟒
岭红”系列菌种 2000 万袋，产值 1.2
亿元；培育零代种子和商品麻，产值
5000 多万元；年加工天麻 1000 吨，
实现产值 5000 万元；示范推广天麻
工厂化、规模化、科学化高产栽培技
术，带动全县 3 万多农户栽培天麻 1.7
万亩，产值约 6 亿元，户均年收益 2 万
多元，带动 3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
行规模化种植和产地初加工，吸引多
家外地企业来丹考察洽谈天麻深加
工项目，推动了天麻全产业链发展；
依托丹凤县九谷艾草公司收购加工、
产品开发以及县域内野生艾草资源
丰富优势，引领群众发展艾草产业，
实现了年产销和加工艾草 5000 吨，
产值达 1500 万元；依托丹凤“山茱萸

之乡”品牌和 12 万亩山茱萸基地优势，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山茱萸、天麻、茯苓深加工为主，打造集中药材种植、
质量检测、产品研发、饮片加工、仓储营销、大数据平台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激发药农加强中药材抚育管理的科技意识，加大富民增
收的含金量。据介绍，雨丹产业园已与全县 12 个镇办签订天麻、
山茱萸、茯苓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41 万多亩，带动 1.1 万多户
药农年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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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绪虎）今年以来，镇安县
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工作作为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已完成城镇新增
就业 1600 人，劳动力转移就业 6.4 万人，其中脱贫
户和监测户劳动力就业 3.68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
率控制在 3.5%以内，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三个精准”加大劳务输出。建平台精准人岗
对接。镇安县建立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平台，
完 善 就 业 信 息 库 ，对 10.3 万 人 劳 动 力 就 业 地 点 、
技能培训等就业状况一月一更新，推送就业岗位
4 万多个，帮助农民工上岗就业 8750 人。强招聘
精准人企对接。镇安县加大向退役军人、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推送招聘岗位，举办“春风
行 动 ”就 业 招 聘 会 36 场 次 ，现 场 签 约 358 人 ，“ 点
对点”输送农民工 28 批次 821 人。广培训精准人
技对接。镇安县精选电工、焊工等工种，采取“政
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委托”“定向”职业培训
43 期 1593 人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培 训 38 人 ，“ 镇 安
月嫂”培训 2 期 110 人。

“三个全力”释放就业新动能。全力助企纾困解
难。镇安县开展“百名局长行长联系企业纾困解
难”活动，返还失业保险金 135 万元，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税缓费 1.74 万户次 6400.74 万元，留抵退
税 158 户 5548.53 万元。全力保障重点群体。镇安
县开展普通高校毕业生跟踪就业服务 1600 人次，组
织就业见习 161 人；通过企事业单位招录高校毕业
生 197 人；开展专项招聘活动 6 场次，实现毕业生就
业 63 人。落实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12 条措施，25 个
社区工厂、23 个帮扶基地吸纳脱贫户和监测户劳动
力就业 904 人。全力鼓励大众创业。镇安县发放创
业补贴 204 人 102 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65 万
元，5 个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孵化创业实体 152 个，带
动劳动力就业 703 人。

“三个强化”拓展就业新空间。强化劳务品牌打
造。镇安县“点对点”输送采摘工外出务工 163 批
6520 人次，“镇安采摘工”劳务品牌得到省人社厅调
研组充分肯定，镇安月嫂项目在“中国创翼”创新创业
项目中进入全国选拔赛。强化项目带动就业。镇安
县深入推进高质量项目建设年活动，年度列建重大项
目 176 个，累计带动就业 1.55 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4805 人。强化公益岗位兜底就业。镇安县多举措开
发公益岗位，解决无法外出、无业可扶的弱劳动力就
业问题。农村公益岗位安置脱贫人口 5994 人，兑现
交通补贴 294.31万元、求职补贴 375.5万元。

镇安“三个三”机制抓好稳就业

天微微亮，教室门外站着一名身穿
白衬衣、留着平头的老师，手持书本，正
等待即将开始早读的学生。他就是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
高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刘秀祥。

在 学 生 眼 里 ，刘 秀 祥 是 人 生 的 榜
样。“刘老师的故事激励我读完高中、考
上大学，我也想像他一样回馈社会。”刘
秀祥曾经的学生李应芬，大学毕业后回
到望谟，成为一名教师。

1986 年，刘秀祥出生在望谟县一个
偏远山村，幼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也身
患疾病，刘秀祥独自承担起生活的压力
和照顾母亲的重任。在乡村教师罗友操

的 帮 助 下 ，他 获 得 来 之 不 易 的 上 学 机
会。勤奋苦读之余，通过捡废品、做家教
维持生计。2008 年，刘秀祥考上山东省
的临沂师范学院（现临沂大学），他一手
搀着母亲、一手拖着行李，千里迢迢赶赴
学校，在学校的支持、关爱下，一边刻苦
攻读，一边勤工俭学照顾母亲。

2012 年，原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大
企业的刘秀祥选择回到家乡，到望谟县
打易镇成为一名特岗教师。他说：“比起
一个人走出大山，更多山区孩子需要有
人指引人生方向。”

为了解学生及其家庭情况，做好辍
学学生家长的沟通工作，刘秀祥骑上摩

托车开展家访。劝学路上，他吃过闭门
羹、遭遇过误解，但从未想过放弃。“我
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山里的父母
和孩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做特岗
教师的 3 年里，刘秀祥先后家访 500 余
名学生，把很多孩子从打工的工地拉回
了校园。

工作时间越长，刘秀祥愈发认识到，
要凝聚更多的力量助力乡村教育。这促
使他创办了刘秀祥名师（劳模）工作室。
通过工作室，刘秀祥牵线省内外资源，对
接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爱心人
士，开展公益讲座、教师研修项目，鼓励、
资助贫困学生。工作室还实施“青蓝工

程”，帮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
10年来，刘秀祥共开展教师研修、学

生德育教育讲座 2000 余场，联系接收捐
助 资 金 1300 余 万 元 ，资 助 困 难 学 生
4200 余名。在刘秀祥的激励和影响下，
很多学生毕业后回到望谟，扎根大山。

全国最美教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这些年，刘秀
祥获得的荣誉很多，但他表示自己“只是
做了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情”。当选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后，刘秀祥干劲更足
了，“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党和国
家的教育事业继续奋斗。”
（转自2022年10月8日《人民日报》4版）

贵州省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刘秀祥

为 了 更 多 山 区 孩 子
人民日报记者 黄 娴

本报讯 （通讯员 万 路）今年以来，山阳县围
绕打造“一都四区”示范县和建设“五好山阳”目标，抓
细抓实项目建设、产业发展、脱贫成果巩固等重点任
务，着力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全
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山阳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扎实开展
“高质量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聚力上项目、大招
商，推动 135 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129 个、完成投资
104.5 亿元，其中西十高铁、丹宁高速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快速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园三期等 13 个重点
产业项目建成投产，5G 电源适配器全产业链项目代
表商洛接受全省半年重大项目现场观摩。进一步细
化招商引资项目、目标企业、配套政策“三个清单”，
组建 53 支招商小分队，“点对点”拜会企业、对接项
目，招引中铁五局等集团企业投资项目 50 个、到位
资金 130.57 亿元。

山阳县聚焦“七大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培育壮大
粮药菌果畜茶“6+X”特色产业规模，种植粮食 42.98
万亩，新建中药材、林果、茶叶等基地 7.1 万亩，新发
展食用菌 7660 万袋、畜禽 468.47 万头只，新发展加
工企业 5家、专业合作社 66个、家庭农场 50个。新建

7.3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主体完工，招引迈思普、普阳
时代等 5 家企业入驻高新区，机器人与复合材料科研
基地、高频变压器及 DC 线材等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
产，58 家规上企业达产达效。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天竺山景区 5A、黄花岭茶园 3A 创建快速推进，丹
青吊脚楼提升为全市特色民宿，山阳县被命名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

县 上 持 续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有 序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扎 实 开 展“ 进 农 户 、访 民 情 、解 民 忧 、固 成 果 ”
攻 坚 行 动 ，新 纳 重 点 监 测 户 397 户 1422 人 ，消 除
风 险 户 807 户 2949 人 ，126 个 标 准 化 村 卫 生 室

“民改公”全面完成。精准制定挂牌督办《整改方
案》，配 套 出 台 产 业 到 户 、联 农 带 农 等 5 个《扶 持
办 法》，发 展 带 农 经 营 主 体 1377 个 、“ 五 小 经 济 ”
示 范 户 1000 户 。 深 入 推 进“ 两 拆 一 提 升 ”行 动 ，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160 处 、违 规 广 告 4083 处 ，建 成 带
状公园、口袋公园 5 个。持续深化“两边一补齐”
行 动 ，建 成 通 组 路 80.6 公 里 ，改 造 卫 生 厕 所 4430
个 ，5 条 乡 村 振 兴 流 域 示 范 带 、2 个 示 范 镇 和 10
个示范村有序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实现全域
覆盖、通过市级验收。

山阳多举措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 萌）10 月 10 日，市政府召开
2022年秋冬季铁腕治霾攻坚行动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安排部
署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工作。副市长刘伟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大气污染防
治严峻形势，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
折不扣贯彻执行秋冬季铁腕治霾各项措施要求，着力解决突
出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夯实工作责任，以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谨的措施，持续做好散煤治理、扬尘管控、炉窑整
治、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和秸秆禁烧管控工作。要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关键症结，行动上立行立改，落实上务求
实效，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属地管理责任和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
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行业监管责任，认真贯彻实施《商洛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紧紧围绕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目
标，用好行政处罚等手段，依法铁腕治污，确保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会上，商州区、商南县和市住建局、市城管局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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