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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
劳动功能障碍分为十个伤残等级，最重的为一级，最轻的为十级。生活自理障碍

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等

部门制定。我国目前使用的是 2014 年由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等部门制定发布的 《劳动能
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
(GB/T16180-2014)。

劳动能力鉴定的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初夏时节， 走进汉阴县蒲溪镇盘
龙村，绵延数十里的桃林映入眼帘，果
树上缀满枝头的桃果， 吸引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 他们穿梭在碧水绿树
间，摘果、赏景，如一幅画卷在乡村田
园徐徐铺展。

位于汉阴县蒲溪镇以北 2 公里处
的盘龙村， 是该县发展农旅产业的领
头标兵。 立足村情实际的盘龙村，于
“十三五” 时期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
大力发展农旅产业，让“三生盘龙、十
里桃花”成为远近闻名的区域名片，随
着产业发展渐成气候， 该村更是荣获
“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全国村级
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安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多项殊荣。

时间追溯到 2017 年， 正逢产业
发展如火如荼的阶段 ， 盘龙村两委
班子牢牢抓住产业促 脱 贫 的 牛 鼻
子 ， 通过聘请第三方公司和科研院
校实地查看土地和村貌村情 ， 选准
了红桃作为村上的主导产业发展 ，
利用撂荒的坡地和农田栽种水果 。
截至目前 ， 盘龙村种植红桃 1300
亩 ，其中 400 余亩已挂果 ，水果大棚
200 亩，为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地奠定
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眼见产业发展逐步迈向正轨，蒲
溪镇党委政府选准定位， 采取 “合作
社+农户”“产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助
力盘龙村拓宽致富路，打造出集观光、
休闲、科普于一体的百亩荷塘、千亩桃
林、十里甜河，修建了休闲步道、民宿

餐饮、喊龙泉等配套设施，让乡村变得
更靓更美。 4 月 6 日，盘龙桃花谷正式
获批 AAA 级旅游景区， 更为招徕游
客，促进农旅融合添彩增色。

为提升集体经济效益， 当地创新
国企带镇村的发展模式， 在全面完成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础上， 成立
了国有控股公司，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以资产入股 25%的股份占比， 公司经
营范围涉及种养殖业、产品销售、旅游
开发等， 利用投资入股的方式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增强盘龙村资金投入、市
场运作实力。 同时积极破解村集体经
济发展缺专业人才、 缺景区运行流动
资金、缺平台等问题，稳步提升集体资
产经济效益。 2021 年村集体收入 70

万元，其中红桃收入 57 万元，水果大
棚收入 13 万元， 全年纯利润 17.8 万
元。

省第十四届党代表、 盘龙村党支
部书记颜显琴说， 今年桃园有 400 余
亩挂果， 预计产量将达到 25 万余公
斤，产值 200 余万，采取“线上＋线下”
的销售方式， 能实现产量、 产值双翻
番。

保障群众增收多路径是发展产业
的核心，盘龙村“两委”牢记初心使命，
始终将群众增收作为提升幸福指数的
最高要求，广开思路，积极探索，使群
众增收有更多的门路。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劳务用工、开发公益岗、劳
务派遣等方式， 让家家户户的劳动力
都有业可就。 据统计，2021 年盘龙村
人均纯收入已达 12266 元， 让周边村
落的群众颇为艳羡。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盘龙村除了狠抓产业发展， 也积极开
拓乡村治理模式， 创新实施 “一约四
会”乡村治理模式和“两说一商”管理
机制，用村规民约来管理，用“四会”组
织来治理，让老百姓做到自我约束、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让盘龙村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汉阴县蒲溪镇党委书记欧阿玺
说：“我镇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 开发
桃花宴、桃果干、桃花酿、桃花醉等衍
生产品，追求向品质要效益、向品牌要
效益、向生态要效益，让好产业能给乡
亲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收益。 ”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饱含慈悲；见
人总是未语先笑， 开口就是自信、真
诚、和蔼的语言款款流出。这位军人出
身的爱心企业家名叫郑自胜， 来自湖
北省黄石市， 是劲牌公司安康毛铺酒
的经营者。

5 年前， 郑自胜辗转来到山川秀
美的安康创业。秉着以真诚赢天下，以
品牌稳市场，以质量赢回头客的宗旨，
把酒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香”名远播。
也许酒总能与诗产生出奇妙的化学反
应，郑自胜常说，他虽不是文化人，但
对诗有着别样的热忱，喜好赏诗诵诗，
尤其仰慕懂诗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市诗词学会会长、 长安诗人
李波先生。 他欣赏李波的坦诚直率，更
爱他才情横溢，酒后佳句信口拈来，朗
朗上口又妙趣横生。 一个长于写诗、一
个热衷吟诵， 两人一见如故， 一拍即
合，从此成为至交好友。 由于积极参加
市诗词学会组织的诗词年会、 诗歌采
风、一年一度的桂花赏月、诗词大赛等
活动， 郑自胜成为安康市诗词学会的
顾问，5 年来， 为安康市诗词学会、书
协学会等单位献爱心， 默默地支持着
安康的诗词发展，让“酒”和诗一起走
向远方。

郑自胜从小受父亲影响，牢记“做

事情要先把人做好” 的家训， 真诚做
人、真心做事、感恩社会。 始终保持着
军人的作风，扎实守信、谨慎认真、恪
守原则、抓住售前售后不放松，对固定
客户定期跟踪回访，倾听顾客的意见，
送货上门服务到家， 还不忘在客户生
日之际送上暖心的礼物； 建立服务联
系制度，对一些弱势群体只收成本价，
恤苦怜贫。

毛铺酒投放安康市场后， 深受饮
酒者的喜爱，在中高端酒店很是走俏，
当年实现了产销两旺。

5 年来， 他的毛铺酒在安康销售
得红红火火，取得不菲的销售成绩，连

续多年销售份额在同行中独占鳌头。
他深爱安康这座优美的城市， 怀着知
恩图报的信念， 他决心回报安康人的
厚爱。 与李波会长相识后，除了每年的
诗词年会，他还向“建党 100 周年毛铺
酒诗词创作大赛” 等活动献爱心。 他
说，一握李波手，永远是朋友。 表示坚
决做安康诗词学会的坚强后盾， 履行
好顾问职责。 富有爱心的郑自胜，对其
他公益事业也是慷慨解囊，大力支持。
他还向汉滨区工商联， 申请加入了市
退伍军人协会，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中， 致力于贡献出自身的一份光和
热，以实际行动回报安康这片热土。

本报讯（通讯员 陈阳 张莹 杜胜东）
近日，省级旅游度假区四季镇杨家院子
沿线的四季河里人声鼎沸、笑声不断，
“夏至岚皋·‘鱼’你相约”徒手摸鱼比赛
在这里欢乐开赛。

六月的岚皋，绿树成荫；初夏的杨
家院子，姹紫嫣红；源远流长的四季河
水，清澈甘冽。 为了让游客朋友感受到
岚皋优质的生态资源，度过轻松愉快的
时光，端午假期首日，3500 余条总重达
1000 余公斤的岚翠湖有机鱼投放入四
季河，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加徒手
捉鱼比赛的游客们纷纷挽起裤腿、手提
水桶、脚穿草鞋，有序进入比赛区域跃
跃欲试。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一场

别开生面的“人鱼大战”拉开帷幕。 游
客们有的匍匐水中， 有的合力围捕，一
时间水花四起，水声笑声报喜声不绝于
耳，尽情享受亲近自然的快乐。

活动不仅趣味横生， 另有丰厚奖
品， 根据摸鱼数量评比出一等奖两名，
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选手可以带
走所摸到的鲜鱼，也可选择放生。 白天
的摸鱼比赛是趣味体验，夜晚的篝火晚
会又是另一番风情。 “忠义广场” 燃起
的熊熊篝火， 引得游客们载歌载舞，烤
鱼香气四溢，摔碗酒豪情万丈，游客们
的欢声笑语让杨家院子成为了快乐的
海洋。

岚皋县文旅广电局：

趣 味 活 动 聚 游 客

本报讯（通讯员 祝小康）近日，全
省总林长会议在西安召开，颁布总林长
令后。 汉阴县于 4 月接连召开两次总
林长会议，4 月 26 日召开县委常委会
专题学习第一号省总林长令， 听取县
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
实意见，四措并举，切实把林长制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完善全县林长制责任体系。 汉
阴县印发 2022 年第 1 号林长令， 做到
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部门协调 、源头
治理、全域覆盖。 坚持“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思路。 同时实施富硒核桃
产业改造工程，保存现有核桃园规模，
逐年实施 1 万亩低产园改造，积极培育
市级航母型园区，推动核桃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群众增收；实施苗木花卉产业
建设工程，集聚合力，发挥城关镇牡丹

产业园示范效应， 做大做强 “花样经
济”；实施“生态振兴镇村”建设工程，以
乡村振兴为统揽，结合森林旅游康养产
业，培育一批“生态振兴示范镇村”；实
施庭院经济和林下经济建设工程，利用
院落地块和林地资源，美化环境，拓宽
增收渠道。

为抓好森林防火工作，汉阴县林业
局统筹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控攻坚行动，
积极完善全县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
动态监测体系，强化日常监管。 坚持问
题导向， 确保森林督查问题如期清零。
坚持系统思维，下好“用绿”先手棋，在
全市率先启动国家级森林城市创建，共
建“新绿洲”补植复林基地，找准生态修
复和造林绿化的结合点，让全县人民共
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汉阴县林业局：

强化“林长制”治理效能

农旅““盘盘龙龙””产业兴
通讯员 陈涛

农贸市场是老百姓日常生活
的“菜篮子”，更是展现城市文明形
象的一面“镜子”。汉滨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
中， 加大对农贸市场的规范管理、
督促指导、 志愿服务和投入力度，
让“文明之花”在“菜市场”内盛开。

位于安康城东的宝业市场是
安康城区最大的蔬菜粮食批发、 零售
市场，具有商户数量多、产品种类全、
辐射范围广的特点， 市场内商品设置
分类明确、卫生监管干净整洁、经营商
户文明得体；“共建全国文明城市，争
做文明安康人”“城市因诚信而美丽，
消费因诚信而放心”“倡导诚实守信，
共铸消费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
业、诚信、友善”的宣传牌匾随处可见。

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文办主
任饶丛琼介绍说：“今年局里投资 2 万
多元，制作近 200 个创文宣传牌匾，在
中心城区农贸市场营造创文宣传氛
围， 几步之内抬头就能看到创文的宣
传牌， 区位图标明了公平秤等所在的
区域位置，方便居民购物。 ”

“没想到农贸市场也可以这么干
净！ ”“没有腥臭味， 买菜的心情也好
了！ ”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督促农

贸市场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 一方面
按照标准提升硬件设施， 一方面加大
巡查和保洁力度， 引导从业人员规范
服务、礼貌待人、文明用语、诚信经营，
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疫情防控期
间，每天按规定进行消杀，为百姓提供
便利的购物环境， 保障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

“现在的农贸市场里果蔬比较齐
全，环境卫生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们

经常到这里买菜。 ”市民刘女士说。
在张岭市场里经营蔬菜生意的商户
马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蔬菜新
鲜，她每天都要去进货。 “因为天气
热了，我这里卖的蔬菜都是新鲜的，
这样顾客买回去放在冰箱里， 保存
的时间也能长一些。 ”

良好菜市场环境的创建， 不但
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就连市场内的
商户也称赞不已。 张女士是静宁果蔬市
场的第一批经营户，作为个体经营户，她
感到非常开心。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市场监管干部帮助
我们联系客户，销售了很多蔬菜，这一点
让我觉得能在这个市场经营很幸福。”汉
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从细节处入手，折
射出城市文明，通过创建改善民生，让创
建成果惠及百姓。 本报讯（通讯员 翁军）连日来，汉

滨区工商联帮扶的村民周全洪一家忙
得不亦乐乎， 他将麦穗一把一把喂进
脱粒机，帮忙的邻居们或抱捆持簸或木
叉飞扬……周全洪的妻子不停地晃动
手中竹筛，金灿灿的麦粒散落成堆……

家住汉滨区建民街道赤卫村五组
的周全洪是个脱贫户，去年腰椎间盘突
出导致左腿麻木住了一个来月的院，积
蓄花了个精光， 还欠了 1 万多元的外
债。今年，已经 56 岁的他打算在家门多
业并举来振兴一下家业。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 周全洪忙得
分身乏术，这几天又是下地收割，又是
上街购种。

趁着好天气，把 3 亩多颗粒饱满的
冬麦抢收回来，忙完归仓，又忙栽种，在
田里地里种玉米、插红苕、点花生，往坎
前坡后撒一些胡豆、黄豆、芝麻种子，除
草、施肥、浇灌、防病虫害……庄稼汉的
三夏“功夫”，顶呱呱。

过去，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学生

要培养， 全凭周全洪一人打工养家糊
口，全家的重担压在身上，让他早早地
落下了一身病，丢了劳力也就没有了经
济来源， 被村上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住的这个地方离城里远， 挣不来钱，心
有余而力不足，中年男子困在家里，总
是唉声叹气。 后来， 负担慢慢轻了，妻
子脱开了身，夫妻俩干农活有了帮手，
精耕细种自留地， 还养了鸡和羊等，自
食其力很快脱了贫。

“利用撂荒地种粮， 即可提质又可
增量，因地制宜发展农耕产业，走稳走
好振兴这一步棋，农村大有希望。 ”汉
滨区工商联驻村工作队“支招”道。

几亩地扩展到二十几亩地，收入翻
了翻，附近农户撂荒土地被流转，不仅
多了粮补， 还多了人情和好处。 这不，
给周全洪帮忙打麦子，不仅“工换工”存
着交换价值，享受了炖土鸡、杆杆酒的
丰盛待遇。 梦蝶还把汗流浃背的劳作
视频传到网上，迎来一片“找到了浓浓
乡土味”的赞誉声。

汉滨区工商联：

结 对 帮 扶 暖 民 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毕顺） 今年以
来，岚皋县按照“责任明确、管养有效、奖
惩有力”的原则，夯实县、镇、村三级养管
责任，全面建立农村公路“路长制”，实现
全县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常态化、 应急养
护及时化、综合执法规范化，道路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建立完善动态养护制度及路产路权
保护队伍、开展农村公路环境整治、完善
农村公路巡检制度、 建立定期报告工作
机制、健全农村公路应急机制、强化农村
公路信息公开等。 并按照“领导联镇、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对全县县道、

乡道及村级公路（含新增国省道）划定分
段包抓责任，建立县、镇、村（社区）路网
管理“三级三负责”责任体系。

同时，县、镇、村层层签订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工作责任书，把每条农村公路
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县路长办将“路
长制”实施情况作为农村公路管护工作
考评的重要指标，对“路长制”执行好的
镇，在农村公路项目建设、资金安排等
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对县镇督查长反馈
的涉及路长制推进工作存在的突出问
题，县政府督查室及时跟踪督办，确保
路长制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岚皋县农村公路管理局：

“路长制”促“路长治”

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郑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 ：：：：：：：：：：：：：：：：：：：：：：：：：：：：：：：：：：：：：：：：：：：：：：：：：：：：：：：：：：：：：：：：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通讯员 李永明

“文明花”开菜市场
通讯员 柯贤会

“一年之计在于春，时间不等人，要抓紧时
间早点将魔芋种下去，才能有好的收成”。 正在
忙着指导魔芋种植的黄雪琴告诉笔者。 四月阳
光暖洋洋， 基地种植魔芋忙……谷雨时节，笔
者来到岚皋县四季镇长梁村“润福源魔芋公司
魔芋种植基地”，看到林下山坡地头 10 多名村
民排成一列，清渣、挖沟、打窝、下种、施肥、盖
土，村民躬身忙碌，构成一幅繁忙的春种农忙
图。 看着一颗颗魔芋种子下地，园区业主黄雪
琴心里乐开了花。 同样开心的还有把土地流转
出去的农户， 流转土地费用加上园区务工，让
不少人放弃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这些产业项目

的实施，解决了众多农民的增收难题，农民不
出家门挣上了 “双薪”。

据了解，岚皋县润福源魔芋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招商引资企业，公司成立于 2021 年初，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等。

“凤”来促山村开大门走大路 ，产业兴旺
起来了，敢想、敢干、敢拼……黄雪琴这位从福
建福州走出的创业者点“芋”成金显身手！ 隐藏
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搞产业，不仅提高了
土地的收益， 打通了村民增收致富的 “新路
子”， 同时为当地人每年带来 18000 人次的就

业机会；加工厂解决 30 人左右的常年务工，成
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现代化
企业。 说起种植魔芋的好处，黄雪琴高兴地说：
“种植魔芋好处多啊，秋收时挖大留小，省去了
来年栽种环节，节本增效；即使全挖了，第二年
仍能长出一地的魔芋苗，简直就是‘聚宝盆’。 ”

该公司始终坚持 “扎根大山， 开发魔芋”
“依托绿水青山，发展金山银山”的绿色环保发
展理念，始终不忘带动山区人民发展致富的初
心；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大做强企业，
带动更多农户参与魔芋种植，共同发展致富。

鲜花开满长梁村，魔芋产业富农民；足不
出户把钱赚，小康路上抖精神；生态环境美如
画，乡村振兴前程锦。这是长梁村真实写照。长
梁这个生态宜居的小山村美与兴业富民的生
活美良性互动时，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幸福画卷徐徐展开。

地上耕耘句，锄下春之曲。 “魔芋种植是个
好产业，我要继续扩大魔芋种植规模，下一步，
将规范发展魔芋粗加工、精加工，打通魔芋产
业产供销全链条， 推动魔芋产业做大做强，成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推进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基础。 ”站在魔芋基地里，黄雪琴信
心满满地把目光放在了更广阔的未来。

待到魔芋成熟季，便是群众增收时！ 做到
生态增绿，百姓增收，岚皋将继续挖掘生态资
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让越来
越多的群众端稳端好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
为岚皋农业发展的“经济账”和“生态账”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林下魔芋种植为乡村振兴又
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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