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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阳城驿景区《风云闯王
寨》马战演艺每天两场

演出时间：
第一场11:00
第二场16:00
咨询电话：
0914-6466777
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商

南县富水镇阳城驿景区

●商洛市商州区艾伦网吧的公章丢失,防伪
码为 6110020070352，声明作废。

●商洛市商州区艾伦网吧的法人私章（贾振
博）丢失,防伪码为 6110020070353，声明作废。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朱子慧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L610134944，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迎宾路九组张晗汐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为 T610437071，声明
作废。

●丹凤县博联电脑科技经销部的支付密码器
丢失，密码号为 0443948852，开户行为陕西丹凤
农商行，账号为 2708040101201000088894，声
明作废。

在“父亲节”邂逅“端午节”之际，为答谢广大游客的厚爱，特推出以下优惠政策
●●60岁以上老人免费参观景区并观看《风云闯王寨》演艺。

●●游客可在景区游客中心凭正价门票领取五彩丝线一根或香囊一个。

●●实施“两大免一小”政策，即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小孩身高不超过 1.5米），门票+《风云闯王寨》演艺180元。

●●景区双人门票+景区双人住宿（帐篷一顶）+西寨沟烧烤（烧烤炉、烧烤炭火、烧烤工具），特惠399元。

●●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实行免门票优惠、观《风云闯王寨》演艺特惠50元。

商南阳城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19日

声 明阳城驿景区端午主题活动重磅来袭阳城驿景区端午主题活动重磅来袭——““父爱父爱””如山如山““粽情粽情””阳城阳城

2023年 5月 2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洛
监管分局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阳高新支行开
业，特此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阳高新支行
批准开业日期:2023年 5月 29日
营业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办西河新区丰

泽园小区 6号楼一层 3号、4号商用房
邮政编码:726400
联系电话:0914-8321968

公 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征求公众对“洛
南县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三产融合项
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途径
“洛南县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三产

融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编制完成，公众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可登
录 网 站（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h8K7XMq55s1fBF8oQKjSwQ提取码：j79a）
或通过电话、来访等方式与环评单位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录网站（https://pan.baidu.com/

s/1XhzK7ro7ndpkSORkGXlFKw 提 取 码 ：
1fk7）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交意见的起止时间和主要方式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邮件、来访等方式
与建设单位联系，发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提交
公众意见表。

五、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西安美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联系人：翁工

环评单位联系方式：029-82253417
电子邮箱：xambhb@163.com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商洛市卫洛乳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陕西省洛南县古城镇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360163777

商洛市卫洛乳业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商洛市卫洛乳业有限公司

洛南县绿色生态循环奶牛示范园三产融合项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第 二 次 公 示

本报讯 （记者 王 涛）近日，姚家明中短篇小说集
《冬日暖阳》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悉，姚家明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商南县文
联，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已出版文集多部。本书收录了
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
上的中短篇小说 17 篇，小说风格淳朴，读来引发对人生、
人性深度思考。

姚家明中短篇小说集

《冬日暖阳》出版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
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
重要因素。要满足人民过上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
丰富的精神食粮。商洛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打造“一
都四区”，必须把商洛品牌与
历史文化元素融合起来，使城
市外貌体现文化名城特色、经
济发展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环
境体现文化之邦，推动商洛高
质量发展。

以文化兴旅游，深入挖掘
商洛历史文化，让广大游客
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
悟，在跨越中思考；实施“乡
村+旅游”，深挖康养产业潜
力，打造“西安后花园·中国
康 养 城 ”，结 合 乡 村 振 兴 规
划，大力开展乡村旅游，继续
推进一批富有文化内涵的乡
村旅游景点建设。以文化聚
人气，用历史典故提升影响
力。商洛历史悠久，典故众
多，可深度挖掘其精神内核，
发 挥 名 人 效 应 扩 大 商 洛 影
响。应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宣传
商洛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产
业优势等，激发人们以饱满
热情、昂扬斗志，主动创新，
敢作敢为。

以文化促建设，大胆创新
“互联网+”和“文化+”，实施

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深入挖掘商洛特色文化符号，
设计制作文化产品，提升文化消费体验和综合品质，激
发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
业，助推骨干文化企业做大做
强，打造文化产业园区，做强特
色文创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支持文化产业协会发挥作
用，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
商洛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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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赵媛）“天麻栽培，要选择有机质
丰富、疏松肥沃、排水良好、通透性好的腐殖土或者沙质土
壤。”在丹凤县蔡川镇庵底村，县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李建
民向村民讲解天麻栽培管理技术。村民围坐在一起，不时
提出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李建民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
答，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一九三二严寒天，红三军一万五千。贺龙军长亲率
领，转战鄂豫到陕南……进军武关寺底铺，灭敌一营余溃
散……”在铁峪铺镇寺底铺村红三军烈士墓和纪念碑前，
县卫健局退休干部刘智升给前来参观的党员义务讲解。
作为理论政策宣讲员，他自编《红三军激战寺底铺》《悼红
三军革命英烈》等诗，每每念起，慷慨激昂，所听党员也热
血沸腾，深受感动。

近年来，丹凤县创新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载体，积极挖
掘银发人才，建立“银发智库”，在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争当理
论政策宣讲员、技术培训指导员、基层治理协管员、矛盾纠
纷调解员、关心下一代工作辅导员等“五大员”活动。目前，
全县 53 名离退休干部开展宣传宣讲 23 场次、技术培训 31
场次、关心下一代活动 12 场次，协助管理“三无”小区 2 个，
调解邻里纠纷矛盾 42人次，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了银发力量。

丹凤充分激发银发人才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柞水县坚持外
在与内在并重、塑形与铸魂并举，立足村庄发展实际，坚持
科学规划引领，深入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
项目，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

柞水县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不同村庄
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将全县 82 个行政村划
分为集聚提升类 36 个、城郊融合类 22 个、特色保护类 9
个、暂看不准类 15 个，结合国土空间“三线三区”划定，聘
请专业团队开展村庄规划编制，目前已完成村庄规划编
制 15 个，剩余 53 个计划 3 年内完成。围绕优化人居环境，
将“两拆一提升”向农村纵深推进，聚焦房前屋后、道路两
旁、河道内外等区域，打好“拆、清、移、改”组合拳，清理

“五堆五废”1.62 万处 19540 吨，拆除残垣断壁、废旧圈舍
和厕所等 2140 余处，新（改）建卫生化厕所 3000 座，改造
房屋立面 65.3 万平方米，创建“五美”庭院 5000 个，建成
农村污水处理站 30 个，农村污水治理率 50.61%，成功创
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2 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15 个、市
级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11 个。

柞水县按照“整流域推进、整村庄建设、整沟域提升”
的思路，在实施改厕、改房的同时，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同步推进河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村组道路 77 条、
91.28 公里，修复水毁公路 75 条、234.66 公里，成立 9 个供
水管理站，设置 80 个村级供水服务站，先后建成秦岭山水
乡村示范村 21 个，全县 76 个村率先通过市级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验收。

柞水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朱改玲）端午将至，粽叶
飘香。为了让群众购买到放心安全的端午节时令食品，
商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内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为节日市场把好关、站好岗。

此次专项检查围绕商场超市和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重点检查过度包装粽子等节日食品，经营者是否查验
供货者资质及合格证明、是否按规定贮存食品、产品的外

包装标签内容是否齐全等。同时，督促食品经营者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品进货关，加强日常管
理，规范节日期间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全县共
出动执法人员 85 人次，检查小作坊、食品生产流通、餐饮
经营单位等经营主体 186 家，现场指导规范商户 24 户，下
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2 份，为端午节营造了健康安全、放心
无忧的消费环境。

商南开展端午节食品安全检查

端午节临近，乡村的槲叶集市开始热闹起来。在洛南县景村镇景村街的槲叶集市上，前来买卖槲叶的群众络绎不绝，
槲叶已成为端午节前山区群众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本报通讯员 郭夏季 摄）

临近端午节，在商州区文化广场，卖香
囊的摊位鳞次栉比，各式各样的香包令人眼
花缭乱。在一长排的摊位中，一位做桃木饰
品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路过的人都会
驻足观看。

在她面前的架子上，挂满了各种桃木做的
小玩意，葫芦、宝剑、棒槌、花瓶等，大小不一，
十分精致。老人名叫田金娥，今年 68 岁，家中
世代都是木匠，传到她这辈已经是第四代了。

“我摆摊已经 37 个年头了，以前是在家做好，
在中心广场附近摆，后来换了好几个地方，一
直就这么坚持下来了。”田金娥说。

在端午节的民俗文化中，除了挂艾草、拴
五色丝线、佩戴香囊等，还有佩戴桃木挂件的
习俗，这些风俗习惯都含有辟邪驱灾的美好愿
望。据了解，民间自古就有桃木辟邪的说法，
从中医角度讲，桃木属温性，镇静祛邪、经常佩
戴可以长寿安神。于是，民间就流传佩戴桃木
挂件的习俗。

以前摆摊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相信田金娥

的这些挂件出自她这个妇人之手，后来，她把
制作工具搬到了路边，现场制作，吸引路人纷
纷驻足。据田金娥介绍，制作工具是多年前哥
哥给她造的，在一个木头搭建的架子前端，一
个从压面机上缷下的飞轮，连接着一根金属
管，金属管中间装着一个从自行车上拆来的齿
轮和链条，脚下两只踏板上下踩踏，链条转动
带动金属管另一头的卡扣，桃木棍就被牢牢地
固定在其中。

在过路群众围观中，田金娥手里拿了一把
专门找铁匠打制的钢刀，窄长且扁，随着桃木
的转动，刀刃将桃木刻出各种花样。不多时，
一根食指长短的古代兵器形状的桃木剑就初
见雏形，而全部完成需要近一小时。除了端午
节，每到春节期间，田金娥会在二龙山附近摆
摊，一年两次，平时就在家务农。虽然挣钱不
多，但田金娥还是不愿放下这门手艺，她还积
极争取申请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做就一
直摆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也是件好事。”
田金娥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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