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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山峦叠翠、群山起伏。 放眼望去，全县 1365 平方公
里广袤大地上，是一座无边无际的绿色宝库，孕育着经济社会
发展的勃勃生机。 2021 年 2 月，汉阴县被陕西省林业局命名为
“省级森林城市”，该县顺应大势，在巩固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成
果的基础上，启动国家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汉阴县林业局 61
名干部众志成城， 在广阔的大地上会同全县干群书写着一幅
宏大的绿色篇章，全力建设一座森林绿城。

高位推动 绘就生态发展蓝图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创森工作。 全县制定国土绿化行动
的时间表、路线图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印发《汉阴县春季绿
化造林暨 3·12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实施方案 》，编制 《汉阴县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 》。 全县上下形成党委政府
“一把手 ”挂帅 、分管领导专抓 、专项经费预算 、部门项目
捆绑 、社会各方多元投入 、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 。 突出抓
好宜林荒山绿化、退耕还林、退化湿地修复绿化、森林生态廊
道建设、森林乡村、森林质量提升、城市绿化提升等重点工作 ,
为 “森林城市” 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生态支
撑。 为推动工作高效落实,县林业局对国土绿化进行细化分解,
将造林任务落实到镇村社区,明确造林面积、投资主体和责任
人，开展跟踪和技术指导。 签订管护合同，确保栽一棵，活一
棵，绿一棵。

共建共享 唤起市民绿化意识

积极发挥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县林业局组织县、镇、村
三级联动开展了认建认养、上街设点提供咨询、赠送小树苗等
形式多样的“植树月”宣传活动，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造林
绿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度， 印发宣传材料 1 万多份。 县
级领导和县绿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积
极开展“绿满城乡·美丽汉阴”活动。 全县建立义务植树基地 20
余处，引领全民植树热潮，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 92%以上。
大力推进绿化进机关、进小区、进校园、进企业。 凤凰国际、青
枫秀岭等 40 余家单位小区成功创建省、市、县级园林式小区，
形成“一城森林拥月河、满目青翠映汉阴”的森林景观。

植绿增绿 林城相依扎实推进

坚持“大地植绿”和“心中播绿”两手抓，重点实施城区森林
建设工程、道路水岸森林长廊工程、镇村与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特色林业产业建设工程、森林保护与质量提升工程、森林生态
文化与生态旅游工程等六大工程，加大城区及周边绿化力度，
建设森林长廊 20.8 公里，实施 4 条次干道的绿化。 巩固女贞、
桂花、银杏、枇杷、柚子等传统乡土树种，引进樱花、红叶石楠、
美国红枫、紫薇等一批新树种，丰富了造林绿化格调和种质资
源。 以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最美田园”的凤堰古梯田
为核心，打造生态旅游走廊，形成“生态汉阴、养生福地”森林旅
游季。 2021 年全县累计完成 6.9 万亩，其中实施退耕还林 2.97
万亩，重点防护林建设 0.7 万亩，森林抚育 1.15 万亩，农田林网
和“四旁”植树折合 0.5 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 0.5 个百分
点。

爱绿护绿 厚植生态发展优势

创新管护方式，建立天保工程大数据管理云平台，全县设
立护林站 14 个，聘请天保护林员 170 名，选聘生态护林员 850
名；巩固生态脱贫成果“退耕还林还产业”汉阴经验。 在全市率
先推进三年绩效承包防治工作模式。 2021 年，该县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在全省林业工作会作为典型经验交流。 森林防火工
作连续 8 年被评为秦东联防区先进 ， 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4.4‰以下。

汉阴县境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朱鹮、羚牛、林麝、金
猫和珙桐、红豆杉、银杏等国家级动植物，普查建立了珍稀植
物和古树名木档案， 对全县 67 株古树名木实行挂牌管理。 建
立了观音河湿地公园、龙垭青泥河等朱鹮栖息观测区，县境内
朱鹮达 60 余只。

汉阴，正在用心营造森林家园。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68%，城
区绿化覆盖率 41.5%， 城区道路 、 主要河流湿地绿化率达
100%，城镇机关和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为 100%和 42%，人均
公共绿地 11.79 平方米。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在 310 天以
上。 绿色成为汉阴最靓丽的名片和最核心的竞争力。 汉阴林业
人正阔步奔向深绿，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精心绘制山清水秀的
森林画卷！

岚皋乡村振兴局：

让搬迁群众过好年
通讯员 李姝特

火红的灯笼和春联挂上门口，福字窗花喜庆又温馨，一家人团坐在一起说笑。 岚皋
县移民安置小区的群众这个新年过得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这是我们搬迁到安置小区过的第一个年，住在水、电、暖一应俱全的新家里团年，
这样的日子在以前从没想到过。 ”电视里放着春晚，和家人们忙活着一起做年夜饭的王
德贵满脸幸福。

王德贵是佐龙镇佐龙村四组村民，2021 年 12 月，全家 3 口随着搬迁到了佐龙镇佐
龙村安置小区。在安置小区安家后，王德贵置办了全套新家具，房子铺上了地板，厨房卫
生间设施齐全。

搬迁，搬的是家，迁的是心。近年来，为让搬迁群众“住得好、更融入”，岚皋县通过建
园区抓产业、办工厂增岗位、抓培训促就业，将搬迁群众镶嵌在产业链条上、稳定在就业
岗位上，确保收入稳定增长。全县搬迁群众通过挪穷窝、换穷业，极大改善了生产生活条
件，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提振了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心。在新年里，
他们用真诚的笑脸发自内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搬迁群众在安置小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开启更
加幸福的新生活！ ”岚皋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修鹏说。

石泉乡村振兴局：

“三个三”机制防返贫
通讯员 汤珊珊 陈先林

为持续抓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石泉县按照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求，
做实日常排查、重点排查、集中排查，形成“三个三”防返贫监测和动态帮扶工作机制，扎
实巩固脱贫成果。

“三化”监测防风险。石泉县健全“走访排查网格化、数据筛查智能化、信息收集多元
化”的“三化”监测体系，全县 1427 名网格员每周走访排查，行业部门每月对巩固衔接大
数据平台农户信息进行数据智能比对筛查，县级定期对收集的各级监督检查、群众信访
诉求、社会舆论反映等相关信息开展研判核查，做到摸排筛查全覆盖、风险隐患早发现、
动态监测无遗漏。

“三单”推进强帮扶。坚持“镇村点单、县级派单、部门接单”的“三单”闭环帮扶机制，
镇村依据监测户返贫致贫风险对症下药、靶向施策，精准上报帮扶需求清单；县级及时
汇总、科学研判，分类派发帮扶任务清单；行业部门接单落实、协同推进，建立完成帮扶
销号清单，实现三级无缝对接、三单精准落实、逐一核查销号、风险动态清零。 2021 年，
全县脱贫户及监测对象落实产业帮扶 6555 户，实施就业帮扶 17740 人，兑付各类补助
资金 1.22 亿元，监测对象的帮扶措施全部落实到位，574 户监测对象消除风险，脱贫成
果持续巩固。

“三查”联动促落实。推行“联镇县级领导重点排查、镇际交叉核查、联合督查组暗访
督查”的“三查”联动机制，联镇县级领导对收入骤减、支出骤增、突发严重困难等重点
户，开展“过筛式”走访研判，发现问题、即时交办、限期整改；组织镇党委书记带队开展
镇际交叉核查，做到“村村到、户户过、项项查”，实行签字背书、责任倒查；县联合督查组
常态化开展暗访督查，全程视频记录，集中播放曝光，跟踪督促整改。 纪委监委跟进监
督，对履责不到位、工作不认真的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约谈提醒和纪律问责，确保防返贫
监测和动态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汉滨关庙镇：

文明新风过虎年
通讯员 汪海玉

“往年，鞭炮声太响，我岁数大了睡不好觉。 近几年，不放鞭炮了，我睡得挺好，今年
真是清清静静过了一个年。 ”家住汉滨区关庙镇的张秀群说。 为有效防止空气污染和噪
声污染，倡导文明绿色的社会风尚，今年春节期间，汉滨区在全区范围内全面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引起火灾、人身伤害等安全事故。 ”关庙镇宣
传委员龚卓妮说。 春节期间，关庙镇发动镇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网格员等力量，利用微
信矩阵群、村村通广播、宣传车、一封信等方式，积极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自觉遵守
禁燃禁放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环境，让禁放新风尚深入人心。同时，还指导各村将
禁放烟花爆竹纳入村规民约，推动禁放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商店老板唐金梅，往年店里都会进一大批烟花爆竹进行销售。 近几年来，她便提前
做了准备，在春节前夕就销售起了“福”字、中国结、红灯笼等，生意比去年还好。“响应政
府号召，自觉不销售烟花爆竹，也算我为禁放工作贡献一点力量吧。 ”唐金梅笑着说。

对于居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一变化， 社区保洁员最有体会， 张远康是社区保洁
员。“往年打扫烟花爆竹残留物是清理社区里卫生的主要工作，除夕过后，烟花爆竹垃圾
遍地都是，清扫有时需要花费一整天，重点是一直会延续到元宵节。 ”张远康说，自从实
行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后，清扫工作轻松了很多，今年地面几乎看不到烟花爆竹垃圾，而
且空气清新了不少，没有了刺鼻的味道了。

岚皋孟石岭镇：

“两长”共治美家园
通讯员 储德华 杨倩

岚河边，一团团红色的火焰穿梭其中，原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者们在为河道
“梳妆打扮”。每周五是孟石岭镇固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日，该镇各村党支部带领全村公益
岗、志愿者自发开展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清理河道垃圾，整治人居环境。

孟石岭镇地处大巴山北麓，森林覆盖率 82%，又有岚河贯穿而过。 该镇始终将生态
发展放在首位，把环境保护放在心间，推动三级河长制持续发力，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
推进林长制落地见效，坚持走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确保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

该镇不仅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背景，依托清代两代武举人
修建的周氏武学馆、千年银杏树、甘棠故里等旅游资源，以“观银杏、赏美景、品巴肴”为
主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旅游景点改造提升，确保旅游产业提质增效,也为群众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汉滨征收办：

“补钙”充电强“筋骨”
本报讯（通讯员 邹婷）2 月 7 日是虎年春节上班的第一天，汉滨区征收办党组举行

2022 年度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 该办结合学习主题及工作实际，就开展房屋征收环节
业务指导、规范工作程序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学习交流。

通过学习 ，该办干部表示 ，在新的一年里 ，立足本职工作 ，自觉加强学习实
践 ，努力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为民服务解难题的业务能力水平 ，进一步强化思
想认识 ，增强爱党、爱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切实将守初心、担使命的情怀贯彻落实到房
屋征收工作中来。

石泉县着力打造“秦巴山水· 石泉十美”旅游
品牌和“秦巴山水·石泉食美”美食品牌，在统筹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保障的前提条件下，全力做好
春节旅游接待服务工作，2022 年春节黄金周旅游
市场形势喜人，七天假期全县接待游客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同比上升 8.69%和 9.56%， 游客出行人数
较去年相比呈增长趋势， 顺利实现新春旅游开门
红。

据了解， 为了安全有序应对春节旅游高峰，石
泉县重点从疫情防控、安全排查、服务接待、产品供
应、环境整治、过年氛围营造等方面入手，全面做精
做细做实做好各项筹备迎客服务工作。 春节前夕，
县委书记陈莲、代县长梁鸿等领导专门深入到旅游
镇、旅游景区景点检查指导旅游接待、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

春节期间，县“扫黄打非”办、文旅广电局、公安
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等职能部门，重点对全
县旅游景区、KTV、网吧、影院等文化旅游市场及经
营场所，开展拉网式、多频次检查抽查，毫不放松抓
好疫情防控，全力以赴维护安全稳定。各镇、相关部
门和文旅企业均安排专人负责春节期间旅游接待
和应急值守工作，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和安全生
产有关要求，为游客全程提供咨询、讲解等服务，营
造了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该县还精心策划了精彩
纷呈的线上年货节和迎新春文艺展演活动，在全县
形成了欢欢喜喜过大年、红红火火闹新春的祥和局
面。 各大景区、乡村旅游点还别出心裁开展了赏民
俗、品美食、玩休闲、购特产促销让利活动，吸引了
大批外出返乡、探亲访友的游客，休闲、度假、健身、
体验春节文化等旅游方式受到了游客的关注和青
睐。

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醉美桑海景区在做好安
全保障的情况下，每天晚上精心组织“火狮子”等社

火活动，彩狮彩船、杂技小丑、二人转表演等精彩节
目也在日间轮番上演，让游客们感受浓郁的陕南乡
村年味。秦巴老街自正月初四起举办舞龙、舞狮子、
打莲钱、县令巡游、汉调二黄、采莲船、古城汉服秀
等民俗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欣赏。 中池花海景区春节开始试营业，对外开放了
卡丁车、真人 CS、儿童拓展乐园、网红秋千 、碰碰

车、彩虹滑道等游乐设施，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体
验，成了春节期间石泉网红打卡点。与此同时，后柳
水乡、饶峰驿站、雁山瀑布、中坝大峡谷、中坝作坊
小镇、燕翔洞、云雾山鬼谷岭等景区也有序对外开
放营业，为返乡过年群众及西安、汉中、安康等周边
游客提供了更多游玩的地方，全县文化和旅游市场
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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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旬阳市铜钱关镇依托良好的生态资
源，按照“农区变景区、田园变花园、民房变民宿、产
品变商品”的发展思路，以农村田园景观、农业生产
活动、 农村居住体验和特色农产品为旅游吸引物，
打造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功能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统筹推进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铜钱关模式”。

铜钱关镇距旬阳市城区 50 公里，属巴山区域，
东与白河县、湖北省为界。 铜钱关镇总面积 343 平
方公里，属旬阳市镇域面积首位，境内自然植被茂
密，山川秀美、生态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
是天然的氧吧。

突出产业发展地域特色和带动效益，实施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种养综合利用循环发展，提升产

业发展质量，做实特色产业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烤
烟、辣椒、拐枣、青竹、水稻五大产业，抓点引领发展
茶叶、黄桃、猕猴桃、蜂蜜、生猪、土鸡等特色产业，
形成每村一“拳头产业”、一产业示范基地、一市场
主体引领的产业发展模式， 建成 2000 亩高山富硒
水稻示范园、600 亩黄桃产业园，改造 2000 亩野生
茶园，发展水产养鱼 400 亩，养殖土蜂 2000 箱，产
业实现提标升级。

突出自然景观保护和开发，实施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美丽乡村水平，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庙湾
等传统古村落、秦楚长城、龙潭瀑布等自然人文景
点，分点打造、串点成链，打响旅游品牌；加强群众
教育引导，落实四自一包责任制，增强环境保护与
健康意识，实施生态环保常态化管理，健全监管管
理机制，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全力打造“天蓝、水
绿、山青”良好的生态环境。

突出历史文化和新时代文化挖掘培育， 讲好
“铜钱关”故事，提升文化旅游软实力，以现有 3 个
国家古村落、楚长城、千佛寺、万佛洞等历史文物古
迹为载体，不断挖掘文化资源，保护好文化遗址，延
伸楚长城遗址 2 公里，修建休闲观光步道 20 公里，
建设文化服务室、红三军途经铜钱关和农耕文化展
示中心、图书阅览室 18 个、活动广场 8 个。 把铜钱
关建设成为“品铜钱美食、住农家民宿、游历史古
迹、赏自然景观、购特色产品”的休闲康养美丽乡
村。

十四五期间， 铜钱关镇将持续以生态立镇、产
业强镇、和谐安镇、文旅兴镇为引领，继续加大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步伐，引进企业开展农业生态项目建
设，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进一步挖掘和展示铜
钱关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让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
全镇迈向乡村振兴新征程。

农 旅 融 合 富 乡 亲
通讯员 黄磊

石泉：新春旅游实现开门红
通讯员 许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