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当填写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并提交下列材
料:

(1)《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和复
印件。

(2)有效的诊断证明 、按照医疗
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
制的检查、 检验报告等完整病历材
料。

(3)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

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
件和复印件。

(4)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规定的
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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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举措落实得怎么样?有
没有发现松材线虫病害……”连日来，
汉阴县铁佛寺镇党委书记罗涛像往常
一样，来到铜钱村瘦猪岭巡林，了解相
关情况。

对于巡林，罗涛特别用心。 因为他
不仅是铁佛寺镇党委书记， 还是该镇
的镇级林长。 铁佛寺镇森林覆盖率高
达 83%，林地面积 14.7 万亩。作为镇级
林长，他每个月至少在片区巡林 4 次，
并定期向县林长办汇报片区内的情
况。

近年来，汉阴县全面推行林长制，
建立起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
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体系， 设立县、
镇、村三级共 892 名林长，明确各自的

责任区域，担起治山总责，通过做好管
绿护山、增绿添彩、点绿成金等“绿文
章”，以“林长之制”推动“森林之治”。

为深入做实林长制工作， 汉阴县
先后出台制定了《汉阴县林长令制度》
《汉阴县林长巡林制度》 等六项制度；
区划巡护网格 1023 个，管护林地面积
149.29 万亩； 制作安装县镇林长制公
示牌 12 块 、 村级林长制公示牌 140
块、林长制固定宣传标语 54 幅，临时
宣传标语 98 幅， 确保源头有人巡、后
台有人盯、事件有人查、责任有人担，
实现森林资源的全方位保护。

“林长制不是挂名制， 而是责任
制。 ”汉阴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县
林长办主任李超说， 以前保护发展森

林资源是林业部门的责任， 实行林长
制后，各级党政领导成为责任主体，改
变林业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形成党
政同责、 属地负责、 部门协调的大合
唱。 汉阴县将林长制考核纳入各级政
府年终考核考评内容， 并要求县级林
长每季度巡林 1 次， 镇级林长每月巡
林 1 次，村级林长常态化巡林。自 2022
年以来， 县级林长累计到各自的责任
区域开展林长制专题调研或督导等巡
林活动超过 35 次。

守护青山，责任落到人头上，管护
则需落到山头上。 在推行林长制的同
时，汉阴县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整合各
种护林相关岗位， 形成一支统一规范
的综合护林队伍， 将全县林地以网格

化方式进行管护，1023 名护林员认真
履职，构建“林长+护林员+监管员”即
“一长两员”分区负责的村级网格化管
理机制， 层层压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
的责任。

“守住青山林长绿，换来金山绽笑
颜。 ”通过林长制，汉阴县强化护绿、全
力增绿、科学用绿，推动全县活立木蓄
积量、林地保有量、森林保有量逐年增
长。 今年以来，汉阴县完成营造林绿化
2.85 万亩 ，节点绿化 2322 亩 ，森林质
量显著提升。 松材线虫病绩效承包经
验做法在全省林业工作会上交流，森
林覆盖率达 68%，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
启动国家级森林城市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张莹）7 月 2 日，
由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主办的“相约
安康·清凉一夏” 系列活动走进重庆
旅游宣传营销推介会，在重庆市解放
碑步行街举行。 岚皋县受邀参加本次
活动并做专题推介，针对重庆游客制
定旅游专属优惠政策，现场发放 1000
张旅游优惠券，派发旅游宣传推介资
料 2000 余份。

岚皋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在推
介会上重点向社会发布 7 月份将要
开展的“来 22 摄氏度岚皋，享清凉一
夏”三大主题活动。 7 月 9 日，2022 中
国·岚皋巴山大草原帐篷露营季拉开
帷幕，届时 50 辆房车齐聚岚皋，赏巴
山美景、品岚皋味道；同日，岚河漂流
景区复园，激情欢乐的漂流大赛即将
启动；7 月 22 日至 24 日，南宫山镇宏

大村巴人部落举办 “激情狂欢夜·摔
碗啤酒节”，用音乐、烧烤和独具创新
的啤酒摔碗，丰富游客夏日的记忆。

地处秦岭以南、巴山北麓的岚皋
县，年平均气温 15 摄氏度，夏季凉爽
舒适。 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发展日
趋成熟，来岚皋避暑，已经成为周边
省市众多游客的首选。 南宫山的原始
密林郁郁葱葱，高海拔和高浓度负氧
离子含量为游客带来夏日难得的凉
爽；千层河的秀水涓涓长流，丛林穿
越和亲水戏水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
避暑项目； 巴山大草原一望无垠、广
袤无边， 凉爽的清风吹散夏日的炎
热；杨家院子、巴山珍稀植物园、全胜
寨、巴人部落、红军道等众多乡村旅
游景区景点各有特色，成为夏季旅游
的明星产品。

2021 年 9 月，市富硒产品研发中心干部贺博被单
位派往紫阳县蒿坪镇东关村担任第一书记。到村以后，
他便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马不停蹄走村入户，调研村上
的基本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他将工作重心放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上， 全心全意为村上的产业发
展谋篇布局。

担任第一书记后，贺博便以村为家，经常组织驻村
工作队、村“两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同时争取单位支持，邀请技术专家到村考察调研，
结合东关村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最终确定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路径，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东关村紧抓富硒核心区资源优势，建设富硒粮蔬、
富硒油菜基地 200 亩， 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2021 年
流转土地 50 亩，带动 47 户农户增收。富硒粮油种植出
来后，贺博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村民开发出
脱水富硒油菜薹、“状元红”富硒红茶、“探花蜜”天然蜂
蜜， 帮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成农产品加工车间 400
余平方米，吸纳用工 42 人次，户均增收 919 元。为拓宽
农产品销路，整合资源，抱团发展，2021 年 9 月，东关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牵头成立了紫阳县兴硒旺联合社直
营店，采用线下销售、线上直播带货、冷链物流车配送
等方式销售镇内特色农产品，形成了“三产融合”的发
展模式，让富硒农产品出山进城，为村民带来更大的收
益。

按照“山上建基地、山下办工厂，山外拓市场”的思
路，贺博一直积极为延伸村上的产业链条在努力，通过
帮扶单位和镇村发力，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整
治撂荒地，建设富硒粮蔬种植示范基地，引领农户规范
种植。 结合东关村资源优势，建设集加工、包装、储藏、
配送为一体的农副产品加工车间。产品加工后，联营镇
内 13 个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统一商标、统一品种、
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的“四统一”思路，推广销售蒿坪
镇特色农产品。

自贺博到村担任第一书记， 背靠帮扶单位市富硒
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后盾， 为东关村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富硒油菜薹、天然菜籽、富硒
辣椒等在去年都丰产丰收，加之加工车间的建设，加工
特色农副产品 30 多个种类，直营店作用也充分发挥出
来，2021 年 9 月至 12 月底， 直营店销售额达 29.6 万
元，纯收益 3.5 万元。 截至目前，累计给群众分红 41.42
万元。这些喜人的数字，无一不为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土地增值赋能添彩。站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贺博希
望自己能为东关村的发展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以无
愧时代、无愧组织的使命担当，让东关村迈向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新高地。

盛夏时节，汉滨区关庙镇李丹桃园里的桃子到了成熟
的时节，桃园里来了一波又一波游客，摘桃赏景、不亦乐
乎。 多年来，李增义靠着经营桃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桃园
既是他们的生存之根，也是他们的致富之本。 春去秋来，一
家人精心管护着桃园，虽然辛苦，心头却充满希望。 每当桃
树果满盈枝， 来来往往的收购商和游客几乎把田坎踏破，
李增义饱经风霜的脸上便止不住笑容，这块八十余亩的桃
园倾注了他 25 年的心血，镌刻在荒山野岭的杰作，亦是他
给残疾女儿李丹留下的生存保障。

李增义 33 岁的时候，还是虎虎生威的青壮年，成家后
一连生了三个娃，只有女儿李丹落下残疾，面对嗷嗷待哺
的 3 个儿女，李增义身上的胆子十分沉重，每天面朝黄土
背朝天、在土里刨食，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 为了让儿女吃
饱穿暖，李增义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多挣钱补贴家用。
毕竟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居住，一旦背井离乡，不但没法照
顾家里，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他狠狠心、跺跺脚，把发家致
富的目光转移到家里的百余亩荒山上，决心靠自己改变这
片土地的面貌，找到赖以为生的产业，让家里人过上好日
子。

说干就干的李增义，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挖地，锄头挥
动的声响打破村庄的宁静，惊飞了山坡树丛里的野兔。 由
于他家的荒山油饼石多，都是薄壳壳山地，一镐下去，就能
挖掉一大块坡地，捡石、填埋、修坡，李增义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不知疲倦。 日子久了，双手变得粗糙不堪，伤痕累累，
那是尖锐的石块和荆条划伤的。 面对苦和累，李增义从未
松懈过，先后穿破了几十双胶鞋，担断了几十根扁担，直到
当年的英俊小伙变成了白发丛生的老者。

所幸，一切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如今，昔日的荒山都变
成了硕果累累的桃园，他东拼西凑了 30 多万元，对这些桃
园精心栽植管护。 功夫不负有心人，80 余亩桃树在李增义
的辛勤努力下，棵棵长得枝繁叶茂。 从空中俯瞰，葱郁的桃
园在清风吹拂下，摇荡出满目的生机与希望。 从山下往山
上仰观，一眼望不到头的桃树满坡架岭，间隙处套种着玉
米、绿豆、辣椒、茄子等粮食蔬菜，地坎边种上黄花菜、黄豆
等农作物，行道两边全部是五彩缤纷的格桑花，不仅把土
地的利用率发挥到极致，还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一道别
样的风景。

回顾 20 余年的时光， 坚守成了李增义生命中的重要
词条。八十亩桃园镌刻成大地上动人的诗行。自 2000 年以
来，这片桃园每年创造 10 多万元的经济效益，实现了李增
义当初想要依靠产业致富养家的愿望。 随着李增义年龄增
长，他便将桃园交给了女儿李丹。 而李丹也未曾辜负父亲
的厚望，通过科学管护，盘活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利用互
联网，大力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
耕耘着、奋斗着，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本报讯（记者 胡智贤）近日，汉滨
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通
过国家住建部备案，7 月 2 日，汉滨区
住建局邀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研
究总院工作人员进驻汉滨， 就 2 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进行设计规划， 标志着
汉滨区传统村落保护进入实质性推进
阶段。

研究总院工作人员先后对双龙镇
天宝传统村落和谭坝镇前河村传统村
落进行现场勘查测量， 就传统村落保
护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们认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要从传统民居修
缮、 人居环境整治、 历史环境要素保
护、非遗文化活化传承等方面展开，要
有传统建筑独特的结构与经典符号，
体现陕南地区鲜明的民俗风情、 地理
风貌和乡土记忆，尝试连点成线、织线
成面，把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绿色生
态、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有效融合，实
现资源规模化、多样化，繁荣发展乡村

文化， 带动整个汉滨区村落的保护利
用与乡村振兴工作。

据了解， 汉滨区是陕西省两个入
选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县的县区之一，7 个传统村入选国
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
目，27 个传统村入选省级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 本次选定双龙
镇天宝传统村落和谭坝镇前河村传统
古村落作为试点进行先行先试， 围绕
茶旅融合、 红色文旅和生态秦巴发展
定位，通过修复传统建筑、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
设施，实现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整合资
源、发挥优势、强化融合、突出特色、创
新示范， 积极探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力争
打造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的“汉滨模式”， 实现传统村落连片
保护且可持续发展利用的目标。

汉滨区住建局：

加力保护传统村落

本报讯（通讯员 柯贤会）地面干
净整洁 、停车划线整齐 、摊位分区有
序、电子屏幕显示农残检测 、产品价
格和文明城市创建等信息……近日，
走进安康中心城区静宁农贸市场，以
往“脏乱差”的现象不见了，呈现在眼
前的是整洁有序 、 文明经营的新市
场，上演了一出完美的“变形记”。

静宁农贸市场位于汉滨区老城
街道鼓楼东街， 经营品种丰富多样，
升级改造后，频频受到市民点赞。 市
场内各类菜品摆放整齐，卫生环境良
好。 “我在这个农贸市场卖菜已经 6
年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后 ，市场发
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更干净了 ，而且
还分类摆摊 ， 我们的生意也更好做
了。 ”摊主刘先生一边招呼买主，一边

乐呵呵地说：“现在环境好、 秩序好，
大家心情也好。 ”

今年 6 月以来， 市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投资 40 余万元，对静宁农贸市场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从门外停车划线、
外墙粉刷、门头牌匾、创文宣传、电子屏
幕、四牌一图，到室内地面清洗、管道喷
漆、照明更换等进行全方位改造，市场
内外焕然一新，成为全市农贸市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示范点。

原来 “脏乱差 ”，现在 “真想夸 ”。
管理更规范 、经营更文明 、环境更整
洁……静宁农贸市场“美颜”出镜，发
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在给市民
带来便捷和舒适的同时，文明卫生理
念也在潜移默化中传导，成为我市展
示文明形象的窗口。

汉滨区市场监管局：

静宁市场焕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李姝特）为构建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
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近日，岚
皋县乡村振兴局党支部深化“三建三
联三促进”， 多形式开展支部联建活
动，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
力和协作力。

岚皋县乡村振兴局机关党支部
联合佐龙镇佐龙村党支部选派人选
组成了合唱队伍 ，参加佐龙镇庆“七
一”暨歌咏比赛活动，紧紧围绕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 精选献礼曲
目，以精神饱满深情昂扬的歌声为党
的生日献上了祝福。 通过党员“联动”
重温、传唱红色经典歌曲，既推动了

双方支部之间的团结协作，更促进了
支部建设共同提升， 过好 “政治生
日”， 让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
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6 月下旬， 岚皋县乡村振兴局机
关党支部、岚皋县文旅广电局机关党
支部、佐龙镇佐龙村党支部、南宫山
镇天池村党支部党员干部齐聚南宫
山镇天池村，开展“乡村振兴 文旅
先行”暨“三联三促”主题党日联谊活
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并赴南宫
山镇参观了南山别院民宿、桂花村乡
村旅游建设及农旅茶旅融合项目、溢
河乡村旅游建设。

岚皋县乡村振兴局：

支部联建更联心

本报讯 （通讯员 汤雨） 今年以
来， 汉滨区民政系统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决策部署，践行“民政为民、民
政爱民”理念，积极探索全生命周期
民政公共服务，认真履行基本民生保
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
职责，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取得
了较好成效。

健全完善防返贫监测预警和常
态化帮扶机制，复查复核认定低保边
缘家庭，加强与乡村振兴局的信息双
向衔接，及时对新识别的监测对象开
展排查，符合兜底保障条件的及时予
以社会救助保障，有力推动了脱贫攻
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在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方面，狠抓养老服务施设建设。 截至

目前，汉滨区区中心敬老院和五里敬
老院护理设施改造已接近尾声，大竹
园敬老院护理设施改造项目已启动
实施，景泰小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前
期手续已办理完备，阳光护理院二期
和安康极舟生态健康养老综合体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 抓日间照料中心运
营，引入了安康阳光集团进驻运营老
城街道办“一院四中心”。 突出抓好养
老服务机构管理，采取聘请第三方开
展消防设施专项检测与局领导包联
机制相结合、平时检查与重要时节专
项检查相结合、民政与消防 、食品安
全等监管部门联动相结合的方式，对
全区 34 所养老服务机构进行了三轮
检查，为汉滨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夯实了牢固的基础。

汉滨区民政局：

改善民生添福祉

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应该提交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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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岚皋邀你畅游

本报讯（通讯员 孟少猛）清凉
一夏，就在石泉。 据悉，石泉县第二
届泼水祈福节将于 7 月 9 日在秦巴
风情园开幕， 活动将持续到 8 月 7
日。 一个月的时间里，游客可在这里
邂逅非遗、解锁清凉，不用去省外就
可以感受到泼水狂欢。

石泉第二届泼水祈福节是 “清
凉夏日·约‘惠’石泉”系列文旅活动
的其中一项， 以 “雨露甘霖·福音
石泉 ” 为主题 ， 以流传千年的传
统非遗 “草把龙 ” 现场演绎为媒
介 ，分朝阳祈福 、中正赐福 、时泰
聚福 、泼水聚福 、福音池养福五大
环节，仪式感满满、民俗味浓浓。 届
时，游客可用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

体验水泼“草把龙”追逐的嬉戏和逢
人便泼的清凉畅快， 感怀 “水花绽
放、 人丁兴旺”“湿透一身、 幸福终
身”的美好寓意。

本次活动还融入了丰富多彩的
配套项目 ，游客在激情 “撒泼 ”的同
时， 还可以在秦巴风情园赏酷炫灯
光、观精彩演绎 、逛非遗集市 、玩趣
味游戏、品特色美食，必将体验到别
样的民俗风情和惬意的旅游时光。

如今，为了把这千百年来美好
的民俗传统分享给八方游客， 石泉
县于 2020 年启动首届泼水祈福节，
并将这一传统文化赋能的特色项目
延续下来， 不断完善丰富活动内容
和文化内涵。

相约石泉嗨“泼”一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