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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波 彭召伍）5 月 21 日，由紫
阳县文联主办，县各文艺家协会、何家大院民歌文
化基地协办的“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纪念毛
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座谈会暨紫阳文艺志愿服务队文艺展演交流
活动在何家大院民歌文化基地举办。

活动旨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开展文艺展演交流活动，重温讲话
内容，传承和弘扬《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精神，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在全县文
艺界掀起文艺创作热潮，打造一批精品力作，进一
步推动全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

座谈会结束后，还进行了县文联向县各文艺家
协会文艺志愿服务分队授旗仪式和文艺展演交流
活动。 在演出中，紫阳的本土艺术家们带来了诗朗
诵《毛泽东》、紫阳民歌《魂牽梦绕的紫阳》、古诗词演
唱等节目，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获得了在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紫阳文联举办纪念《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周年座谈会

现年 61 岁的省级劳模刘兴前,是土生土长
的岚皋县堰门镇瑞金村人，他挪穷窝、斩穷根和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事迹， 得到了瑞金村村民
人人称赞。

1984 年，已经在瑞金村当了六年村委会主
任的刘兴前抓住机遇， 成为岚皋供电分公司民
主供电所一名职工。在与乡亲们道别的时候，他
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我还会回来的， 我一定
要为全村脱贫和发展做一些事情。 ”

刘兴前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 29 年
跋山涉水的电力巡查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与温
暖的过程中， 他还时刻惦记瑞金村发展 。 从
1990 年开始 ， 他义务承担瑞金村电力保障
和故障排查 、 饮水管理和日常维护等村民
愁难事情 。 2018 年脱贫攻坚战吃劲的时候 ，
临近退休的他又被单位选派回瑞金村负责
电力管护工作， 并在村民的一致推选下再次高
票当选为瑞金村村委会主任。 看着家乡仍然处
于深度贫困状态，刘兴前急在心上、愁在脸上，
他感慨说：“以前我从村委会主任岗位参加工
作， 其中很大因素是想靠自己努力摆脱家庭的
贫困状态。现在大家信任我，我一定要想方设法
让大家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 ”但是 ，如何
才能带领村民致富 ，刘兴前苦苦思索 ，并做
了大量调查 。 当了解到安吉的群众因白茶
而致富时，他一下就有了主意。 他想，瑞金村毗
邻紫阳县，土壤硒含量高，生态环境好，适宜茶

叶生长 ，当即就和群众商议 ，决定把茶叶产
业作为瑞金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
发展 。 他充分利用脱贫攻坚期间的扶持政
策，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马不停蹄地组建了
岚皋县盛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拿出全部积蓄
在瑞金村玄天宫安置点建成 1100 平方米茶厂
和 320 平方米办公用房，购置安装制茶机械，组
织全村农户栽培种植茶园达到 2000 多亩……

千亩茶园虽然建成了， 但几年后茶树长成
了才能见到效益。为让群众收入不减，刘兴前又
积极鼓励大家实行间作套种。 他及时购买花生
种子 2000 多斤，免费分发给村民，并免费提供
肥料和技术指导。茶园套种花生，让群众当年就
有了收获， 还节省了茶园除草花费的工时和精
力。茶叶园区建设项目先后带动农户 350 余户，
使全村贫困户有了稳定增收的渠道。 他组织村
上的弱劳力、半劳力到公司的茶园务工，使他们
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 2020 年，深度贫困
村瑞金村如期实现脱贫退出， 刘兴前也因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在 2021 年荣获了陕西省“五一劳
动奖章”。

2021 年，已经从村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下的
刘兴前，看着园区里茶叶长势良好，茶厂厂房和
配套机械装备也已安装到位， 即将迎来茶园开
园采摘，大家快要通过茶叶实现增收致富时，他
心里就像蜜一样甜，他的干劲更足了。

2021 年 8 月 20 日开始， 安康市全境出现

了持续一个月的强降雨， 瑞金村出现了 3 处大
面积山体滑坡、垮塌、下沉等地质灾害。 雨灾过
后， 全村满目疮痍， 玄天宫滑坡点直接造成
1100 平方米的茶厂厂房垮塌，园区 100 多亩茶
叶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220 万元，刘兴前带领
群众创办的茶叶增收事业几乎又回到了原点
……

茶园茶厂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怎么才能
办下去？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刘兴前承受
着痛苦也经历过短暂的迷茫： 一边是父老乡亲
们因茶致富的期盼和从头再来的艰辛， 一边是
家人让他就此放弃并颐养晚年的关怀， 在他心
里相互交织，刘兴前一夜白了头。

多少个夜晚都没有睡个好觉的刘兴前，最
终还是决定重新建厂， 完成带领群众通过种茶
制茶来实现增收致富的愿望。他常说，群众致富
的希望在茶，我们应该靠汗水争取希望。经过与
村“两委”沟通，他向堰门镇党委、政府汇报寻求
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驻村帮扶单位安康市卫健
委的大力支持下， 刘兴前及时解决了新建厂房
用地和资金短缺等困难。 经过几个月的多方努
力，一个现代化茶厂又在新址拔地而起。 今年 3
月 19 日，瑞金村茶园正式采摘，当第一批瑞金
“翠峰毛尖”生产出来，在场的两名茶叶专家、专
门从紫阳县引进的制茶师傅以及几百名赶来品
尝新茶的群众，都纷纷为刘兴前点赞，点赞他不
忘初心和完成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约定。

本报讯（通讯员 胡四霞）近日，伴随着“嗡嗡
嗡”声，一架无人机在石泉县池河镇起飞，开展秸
秆禁烧空中巡查。

正值粮油作物收割季节 ，今年池河镇秸秆
禁烧攻坚战已全面打响 ,池河镇坚持 “不着一
把火 、不冒一股烟 、不留一块斑 ”的总体工作
思路 ,成立秸秆禁烧巡逻小组 ，在全镇 13 个
村全面开展秸秆禁烧巡逻工作 ， 每天不定时
对田间地头、村庄周围等地进行巡逻。 同时，向村
民强化秸秆禁烧宣传，讲解焚烧秸秆的危害和相
关政策。

“往前一点，看看那边是不是有疑似火点。 ”
“是的，我们赶紧过去实地查看。 ”根据无人机巡
航到的实时动态画面, 巡逻小组能快速精准掌握
起火位置，在 10 分钟内到达现场,成功扑灭火点,
并对涉事村民进行劝导教育。 无人机具有视野
广、机动性好、时效性强、巡查范围广等特点 ,是
“步行巡查”和“车辆巡查”等传统巡查方式的有
力补充,节省了人力物力，切实提高了秸秆焚烧预
警能力，确保秸秆禁烧工作高效开展。

下一步，池河镇将把无人机巡查监管范围扩
展至工业企业排污、水源地、河道保护、森林防火
等方面，对各类生态环保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控
制、早查处。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文艺 夏菊
兰）日前 ，油菜进入收割期 ，为扎实
推进秸秆禁烧工作， 汉阴县双乳镇
“早” 发动、“勤” 巡查、“严” 处罚、
“多”利用，通过发动、巡查、奖惩、综
合利用等方式 ，确保 “不燃一把火 、
不冒一处烟 、不见一块黑斑 ”，全面
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坚决打赢蓝
天净土保卫战。

“早”发动。 采取多种宣传手段，
通过召开镇、村干部会议，张贴宣传
标语， 组建镇村干部巡回组发放宣
传单等方式开展常态化宣传秸秆综
合利用的好处及秸秆焚烧的危害 ，
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勤”巡查。 组建禁烧工作组和
防火巡逻队伍 ，抓好镇 、村 、组三级
联动，网格化禁烧巡查，签订秸秆禁
烧责任书 ，鼓励党员 、干部 、致富能

人带头承诺， 对重点区域实行 24 小
时不间断巡查，出动巡逻车 70 余次、
巡逻人员 200 余人次。

“严”处罚。制定双乳镇秸秆禁烧
奖励办法，鼓励群众监督举报，对不
听招呼、违法禁烧秸秆的人员，移交
执法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用领导包
村，站所、村、组干部包户、包区域，加
大对“第一把火”的典型案例曝光力
度，确保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落到实
处。

“多”利用。双乳镇约有油菜 1.05
万亩，预计产生秸秆 4200 多吨，该镇
重点推广机械粉碎还田、秸秆堆腐沤
肥还田、 覆盖还田等综合利用技术，
疏堵结合， 鼓励农户开展低茬收获，
有效减少秸秆堆放问题，从源头破解
秸秆禁烧难题。

他和“瑞金”有个致富约定
通讯员 张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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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乳镇全面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通讯员 石昌典）近年来，白

河县民政局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工作，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充分发挥部门
牵头作用，统筹社会力量，织密筑牢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网，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未成
年人关爱保护工作。

健全组织机构。该局健全县镇级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县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牵头抓总作用，加强对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
积极推进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居）
儿童之家建设， 全县共配置儿童督导员
11 名 、村 （居 ）儿童主任 122 名 ，形成了
县、镇、村（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人管
的工作网络。

压实工作责任。 对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涉及民政部门的 46
条 55 项职责任务，逐条逐项抓好落实。落
实民政部门监护兜底职责，压实全县镇儿
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主体责任，指
导、 督促家长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动
态管理机制，做到更新及时，动态管理。坚
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通过法律、教
育、福利等多种手段，落实各项关爱保护

政策，落细各项关爱保护措施，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开展政策宣传。 积极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政策宣传，印制读本
500 本、海报 500 套，在各村（居）电子显示
屏上播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
法》。 扎实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福利政策宣讲活动进村（居）”活动。 以“守
护儿童·托起希望”为主题，持续开展未成
年人关爱活动，形成以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的“六位一体”保护机制。

强化工作措施。认真履行政府兜底监
护职责，进一步细化完善临时监护和长期
监护具体措施。 积极排查风险隐患，确保
儿童安全。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健全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等困境儿童的保障制度，
建立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依
托 “12345”政务热线，启动并优化“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热线”， 充分发挥县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作用， 加强对流浪乞讨、
孤弃儿童的救助保护，及时为有需要的困
境儿童提供临时监护照料服务。提升儿童
督导员、儿童村主任服务水平。 加强动态
信息管理和档案建设，实现困境儿童精准
化管理、个性化服务。

白
河
民
政
局
强
力
推
进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工
作

本报讯（通讯员 郑林康）“旬阳农商银行现在
的贷款真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实惠了。 ”5 月 25
日，成功签约 15 万元“乡村 V 贷”的蜀河镇曼湾
村养殖大户栗女士对上门办理业务的蜀河支行工
作人员连连称赞。

据了解，自 5 月 20 日省联社“乡村 V 贷”上
线推广工作动员会议召开后， 蜀河支行积极落实
会议精神，安排客户经理走访摸底，宣传推广“乡
村 V 贷”。 栗女士的流动资金需求是在走访中了
解到的，该支行工作人员迅速跟进，帮助栗女士通
过手机银行线上申请“乡村 V 贷”，客户经理从业
务受理、实地调查到发放完成用了不到 2 个小时，

成为旬阳农商银行首笔“乡村 V 贷”客户。
据悉，“乡村 V 贷”是陕西信合为满足种养殖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推出的一款小微线
上数字普惠产品，最高授信 200 万元，线上自助申
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

下一步， 旬阳农商银行将全面落实省联社
“13531”工作总要求 ,持续优化服务，通过“线上+
线下”一体化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以赴支农支
小支实，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着力打造旬
阳市民的专心银行、贴心银行、良心银行、放心银
行。

旬阳农商银行发放首笔“乡村 V 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