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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伤残更加严重了怎么办?

汉滨区市场监管局：

为企纾困受赞扬

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 1 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 可以申请劳动能力
复查鉴定。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是指已经劳动能力鉴定的工伤职工，在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作出 1 年后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所在单位或者经
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向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复查鉴
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据
国家标准对其进行鉴定，作出新的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鉴定，享受相
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本报讯（通讯员 阎肃 叶庆牛
惠生兵）“市场监管为企业解忧，助
力 5G 发展利国利民”“落实降费政
策，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纾困解
难”,7 月 19 日，中国移动安康分公
司、中国铁塔安康分公司为汉滨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送上两面锦旗，寥
寥几句集中体现了市场监管人办
事宗旨与责任担当，同时也表达了
用电企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感谢
与高度认可。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用电成本，
支持 5G 产业发展， 在转供电环节
日常监管工作中，汉滨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发现个别转供电企业
存在违规加价、 超标准收费问题，
该局采取政策宣传、 提醒告诫、行

政约谈和业务指导等方式，迅速开
展 5G 转供电环节加价治理工作，
要求辖区 12 个转供电主体按电价
政策和标准进行清理退费，规范收
费行为，并向中国移动、中国铁塔 2
家 5G 网络公司退还违规加价电费
53 万余元。

据了解，2020 年以来， 汉滨区
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转供电环节
加价治理，先后清理规范转供电主
体 73 家， 共退还用户电费近 500
万余元， 涉及一般终端用户 4122
户，切实解决近年来国家降低电价
政策传导中的堵点和难点，打通了
降价惠企“最后一公里”，助企纾困
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万静）为深入
贯彻全市 “深化产业项目建设年”
及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一个
统揽、四县战略、八项行动”总体部
署，有力有效推进招商引资暨 “归
雁经济”工作。 近日，岚皋县出台了
招商引资暨“归雁经济 ”工作考核
办法。

考核工作实行百分制，按照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年度
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 采取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等方式进
行评定，重点从到位资金 、项目落
地、项目谋划 、跟进服务等方面对
全县 12 个镇和 74 个部门进行综
合考核。 考核得分计入年度综合考
核，对新落地符合高质量发展产业
类（工业类）招商引资项目，当年有
效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或引进落地外资企业并有
外资入账且未发生 “一票否决”事
项的镇或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实行“评优”直通车，直接列为优秀
等次。

据悉 ，今年以来 ，岚皋县坚持
“走出去，请进来”两种方式开展招
商系列活动。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及相关领导分别以小分队形式
先后赴上海、浙江、常州 、咸阳 、西
安、重庆、河南、河北、深圳、中山等
地开展点对点招商活动 30 余批
次，接待来岚考察客商达 75 批次。
各镇、 各部门共计走出去招商 78
批次，请进来招商 143 批次。 上半
年，全县新建项目 43 个，完成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 39.566 亿元，超额完
成市政府下达的半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张海涛）7 月
22 日， 汉滨区殡仪馆党支部联合
殡葬服务公司，围绕“汉滨幸福家
园”“汉滨疫情防控”“关爱退役军
人”“帮扶留守儿童”等项目，开展
“慈善一日捐、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干部职工积极

响应，纷纷伸出友爱之手，踊跃捐
款，现场募集善款 2800 元。

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进一
步增强了殡葬职工的社会公益意
识， 弘扬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乐
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为助力汉滨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7 月 21 日，天刚蒙蒙亮，张梓清又
一次来到他领种的 120 亩稻田里 ，查
看水稻孕穗情况， 叮嘱工人们保持稻
田蓄水，及时除草、防虫。

张梓清是汉滨区中原镇卫星村村
支书，在中原镇，像张梓清这样当上种
地大户的镇村干部就有 48 人 ， 领种
“试验田”2600 余亩。

中原镇地处秦岭南麓， 位于汉滨
区最北部山区，恒河上游，多以坡地和
山间小块平地为主，气候适宜，光照充
足，适宜种养业。

但是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加
速，大量农民进城入镇，不愿种粮 ，土
地撂荒，留守老人种地成为普遍现象。
如何有效遏制土地撂荒， 破解群众不
愿种地，种粮效益低下的问题？

今年以来 ， 中原镇立足资源禀
赋 ，坚持 “稳定面积 、主攻单产 、规模
经营、 均衡增产 ”， 合理布局汉滨区
“北山粮仓” 中原千亩优质稻油和玉
米、大豆复合套种基地以及北山万担
黄金叶走廊中原千亩烤烟基地 ，开展
“我在村里有块‘试验田’”活动，号召

镇村干部在所在（驻 ）村带头领种 ，参
与规模化种植 ，盘活土地资源 ，激发
群众种地积极性。

“谁都想象不到，这块儿地之前杂
草灌木丛生 ,树有尺把粗 ，”在团结村
一组的黄豆地里 ，记者见到了正在查
看黄豆长势的中原镇镇长郭景峰 ，他
是全镇带头领种土地的第一人 ，今年
年初 ，眼看春耕在即 ，包联村的大片
撂荒地无人愿意耕种 ，郭景峰自掏腰
包， 开垦 180 余亩撂荒地， 种上了黄
豆。

统筹谋划，因地施策，连片地企业
和能人大户统一流转种植， 零散地块
经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
后，镇村干部领种，全镇干群齐上阵 ，
昔日不被群众看好的土地摇身一变 ，
成为群众稳产增收的“金土地”。

骆驼村因为前几年种茶叶、 猕猴
桃和中药材失败的经历严重挫伤了村
上能人大户的积极性， 土地面临撂荒
的危险， 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派驻
骆驼村的第一书记陈飞脑门一拍 ，和
村支书、监委会主任一商量，共同认领

207 亩土地，种起了烤烟。
这几日， 在村安置点后山的公路

两旁， 星罗棋布的一块块烟地长势正
旺， 陈飞忙于组织附近务工的村民打
烟芽，准备第三次烟叶采收烘烤。

“镇上有北山万担黄金叶走廊中
原千亩烤烟示范村项目， 村民也有种
烤烟的历史，选择这个产业，大伙儿都
很拥护，忙的时候，有 20 多人务工，他
们既在家门口挣到钱，又有事做了，村
民间的矛盾少了， 种地热情也高涨起
来。 ”陈飞说，烤烟炉子、厂房和技术有
市区烟叶公司支持， 项目申请有镇上
统筹，前期投资 16 余万元，虽然受干旱
影响，烟叶减产，预计还能烤 15 炉，七
八百斤干烟叶，收入 20 余万元，除去工
人工资及其他材料开支， 今年能保底
不亏。

现在的骆驼村既无闲地又无闲
人， 村民整日围着产业转，“自从村干
部种上了烤烟，我就在烟地打工，看着
村干部扑在前头，跟我们一起下地，建
厂房，跑市场，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好好
干活。 ”骆驼村一组村民张良前以前是

村干部最头疼的人，现在他逢人就说，
是烤烟地拉近了他与村干部的距离。

“镇村干部的工作重心就是群众工
作，他们的岗位就应该在田间地头。 ”镇
党委书记寇华多次在镇村干部大会上
说，自从镇村干部在村上有了一块“试验
田”以后，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机会越来越多，感情也深厚了，很多工作
在种地时候就能同时解决， 这块地不仅
成为镇村干部开展群众工作的 “试验
田”，更成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致富
田”。

在镇村干部的影响带动下，随着种
粮政策的不断完善， 种粮户在不断增
加，“等土地潜力挖掘出来了，资源盘活
了，有村民愿意种，我们随时可以交给
他。 ”寇华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镇新
增种粮大户 200 余户， 种植面积 1.9 万
余亩，发展水稻 1500 余亩，烤烟 1200 余
亩，魔芋 1.5 万余亩，天麻 5000 余窝，黄
精、 猪苓、 白芨、 五味子等林下中药材
2500 余亩，林下养蜂 4200 余箱，林下养
鸡 2.5 万余只，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2500
余亩，大豆纯种 5000 余亩。

走进岚皋县孟石岭镇， 村级主干
道路面干净，过境岚河河水清澈，不少
农户都在翻新旧房，搭建屋顶、粉刷墙
面、硬化道路，一间间土坯房在工匠的
巧手下变成了红瓦白墙的新房； 走近
集镇中心， 早起晨练的人聚集在一起
跳健身操，热闹而和谐 ；来到九台村 ，
一个个整洁美观的院落、 一幅幅山水
彩绘画，人行其中，如在画里。 这些都
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带来的变
化。

环境整治美村庄

麻雀叽喳，鱼翔浅底，河水撞上岩
石激起阵阵水花，突然，枝上的鸟儿警
觉起来，展翅飞走，鱼儿也悄悄躲进鹅
卵石下， 原来是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 西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的驻村工
作队员们带着丰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前来清理河道， 他们手拿铁钳
与麻袋， 沿着河道仔仔细细的清理着
垃圾，还河道以清澈，还青山以翠绿。

“嘿，快看，我捞了个‘青花瓷’。 ”

“哈哈，快去鉴宝，说不定还是个文
物咧。 ”

大家虽然忙碌，但没有一句怨言，
在空闲之余还不时开几句玩笑活跃气
氛。 说说笑笑间，河道恢复了干净纯粹
的模样。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孟石岭镇紧扣 “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打造美丽安康新样板”发展路径，通
过“一天落实一户环境清洁，一周集中
清洁一次村庄”的工作方法，全面提升
该镇环境质量。 同时结合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优势，将周氏武学馆、千年银
杏树、甘棠故居等旅游景点包装推广，
让生态环境高颜值转化为经济发展高
价值。

院房提升住新居

“以前家里是旱厕，就在粪坑上面
搭了两块板，夏天又臭又闷还被蚊虫叮
咬，冬天处处漏风，上个厕所还受冻。 ”
看着眼前干净整洁的卫生间，彭光惠跟
笔者诉说着之前的不易。

彭光惠是岚皋县孟石岭镇田坝村
的村民，此次人居环境整治，将他家纳
入院房改造提升的范围，除了粉刷了墙
面、改造了屋顶，还为他进行了厕所改
造。 改造后的厕所不仅干净卫生，而且
还增添了卫浴设备，大大提高了舒适程
度。

据悉 ，孟石岭镇采取 “清 、拆 、建 、
改、规”措施，以质量提升、功能提升、环
境提升为目标，全面推进厕所革命和圈
舍改建等工作，助推全镇人居环境整治
大提升。

文化传播富精神

在孟石岭镇党群文化服务中心，镇
上的女同胞们正在进行歌舞排练 ，压
腿、拉伸、活动关节，热身运动结束后，
他们便舞动了起来，此刻她们正在排练
纸伞舞，十几名女同志手持纸伞，轻舞
飞扬，尽情绽放着她们的美丽。

“忙了一天，下午过来锻炼一下，既
能强身健体，还能学习新技能，每次镇
上搞活动还会喊我们去表演呢，没想到

我也有登上舞台的一天。 ”学员宋美群
在休息时和我们闲聊到。

孟石岭镇党群文化中心是镇政府
集资建设的，集健身、娱乐、教学于一体
的活动场所， 面向全镇人民免费开放，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该镇通过建设党群文化服务活动
中心、规范运行道德银行、优化完善村
规民约、深入开展文明实践等，倡导文
明新风，规范行为习俗，促进村民文明
意识大幅提高， 让人居环境整治不但
“面子清”，更要“精神富”。

据悉，按照岚皋县第十五次党代会
提出的“一个统揽”“四县战略”“八项行
动”总体部署，孟石岭镇通过成立工作
专班、推行“三单管理”（任务清单、责任
清单、成效清单 ），开展 “四个一 ”行动
（一天落实一户环境清洁、 一周集中清
洁一次村庄、一月开展一次卫生评比、
一季表彰一次先进典型）， 扎实抓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动乡村环境从
基础整治向品质提升全面迈进，打造生
态宜居美丽孟石岭。

两河金盆村席家坝的葡萄熟了！没想到石泉也
有这么好吃的葡萄，户太八号，没得籽泯甜！

据负责人邓美朝介绍，该葡萄园主要种植“户
太 8 号”，因为甜度好、无核，最受市场欢迎。园区经
过七年的发展建设，已形成规模化种植，今年的产
量预计在 2 万斤左右。

从栽培幼苗，搭架修枝，再到除虫施肥，每个
步骤他都亲力亲为。 绿色不催熟，是邓老伯坚守
的种植理念。 “先熟的葡萄最先进入市场是能卖
到好价钱啊 ，但是整催熟剂催熟要不得 ，吃了不
好。 不能挣昧良心的钱。 ”他操着一口亲切的家乡
方言说道。

提及葡萄产业的发展， 邓老伯略显激动的说
道：“现在国家的政策相当好哇，每年还让我去西安
学习，听专家指导，跟其他种植户交流经验。 ”他表
示，他的葡萄园能有今天，离不开过去几年脱贫攻
坚的富民政策和驻村工作队的耐心帮扶。 在听闻
当前正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后，也一直希望自己的葡
萄园能带动增收，助力产业振兴。

时下正值葡萄成熟采摘的黄金期，受疫情影响
不能出远门，那就带着家人朋友，来两河葡萄园愉
快的采摘吧。

盛夏时节，又是一年瓜果香。汉滨区茨沟镇构家坝火
石湾葡萄园里，一嘟噜一嘟噜紫色的葡萄缀满枝头，让人
垂涎欲滴。种植户刘世祥和工人们正在拆袋、采摘、修剪、
装箱。

眼下是兴华王、京雅葡萄的上市季节，刘世祥每天大
部分时间都“泡”在棚子里。 “葡萄皮薄，‘娇气’的很，采摘
的时候要轻拿轻放。 ”刘世祥手举剪子，轻轻地摘下葡萄，
进行适当修剪后，在装载的筐里垫上一层葡萄叶，小心翼
翼地将葡萄放入筐中。

2011 年，刘世祥一家人从西安市鄠邑区来到汉滨区
茨沟镇，考虑到镇上还没人种植水果，便成立了启程果蔬
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 50 亩土地种起了葡萄，十多年来，
一家人起早贪黑扑在地里建棚、栽苗、做田间管护。

现如今，50 亩的兴华王、京雅、户太八号、阳光玫瑰
等不同品种的葡萄已成园。 园区使用有机肥和农家肥种
植的葡萄品质和口感上佳，不仅大量销往了城区商超，还
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采摘。

一家富不是富，带动群众增收才更有意义，据统计，
园区每年带动农户就业近 20 人，人均年增收 2 万余元。

在园区的另一侧， 户太八号和阳光玫瑰再有半个月
也即将上市。 谈起下半年打算时，刘世祥说：“去年下半年
种植蔬菜收成很不错，今年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让群众
吃上本地放心的蔬菜， 不断把我们果蔬园区的品牌做大
做靓”。

岚皋县招商服务中心：

“归雁经济”结硕果

汉滨区殡仪馆：

爱心捐赠传真情

我在村里有块“试验田”
记者 胡智贤

人居环境变“靓” 百姓生活变美
通讯员 储德华 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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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孟 少 猛
王 敏）近日，石泉第二届泼水祈福
节活动如火如荼， 通过泼水祈福、
烟火集市、特色美食节、灯光秀、文
艺展演等多种形式，掀起石泉夏日
旅游新高潮。

在“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总体要求的指引下，
今年六月以来，石泉县以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基础，
推出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全县文旅
市场迈入复苏进程。

国家 AAA 级景区秦巴风情
园， 是石泉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随
着泼水祈福节活动在此地的持续
开展，更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活
动现场，惊险刺激的泼水大战不断
上演，大人们带着孩童在场内奔走
嬉戏， 举着代表祥和美满的水盆、
水瓢等道具齐上阵 ， 没有敌意针
对，不分男女老少，尽情泼洒，欢呼
声、尖叫声在风情园的上空汇成满
满祝福，形成滴滴水珠洒落 ，着实
让游客“清凉一夏”。

秦巴风情园的夏夜 ， 虫鸣阵
阵、凉风习习，秦楼、楚馆、齐坊、魏
居四大区域的仿古建筑，在创意十
足的灯光秀中参差起伏 、 光彩夺
目，园林观光步道灯火通明 ，月季
花在灯光下更加娇艳，鸭群在藕花
深处追逐嬉闹。 提一盏花灯漫步在

秦巴风情园，步移景异，梦回千年。
在美食定点摊位区，烧烤、冰粉、水
果冰沙等特色美食摊档错落，扑鼻
的香味弥漫整个街区。 在非遗集市
区，文创产品、非遗产品、装饰品 、
特色农产品 、 手工艺品等应有尽
有，吸引了众多市民及游客前来观
赏。 圆楼舞台上的歌舞节目精彩纷
呈、扣人心弦，赢得阵阵喝彩，别出
心裁的泡泡机让孩童们欢呼雀跃
……这里成了游客品美食 、 赏节
目、聊家常的打卡地。

此次 “泼水祈福 ”系列文旅活
动主题丰富、内容精彩 ，吸引了一
大批市民和游客沉浸下来，在快进
慢游中感受十美石泉的多彩风情
和人文胜景。

为打好“稳消费、拓市场”攻坚
战，带动夏季旅游热潮 ，促进文旅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石泉县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这既是
推动消费加速升级、带动百姓增收
的重要途径，又是富民强县 、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等经济形态，通过开
展特色活动、做靓城市风貌 ，营造
高品质的夜间经济发展环境，擦亮
了“秦巴山水·石泉十美”旅游形象
名片 ， 不断满足市民的消费新需
求，持续激发消费潜力 ，石泉文旅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石泉县文旅广电局：

夏日旅游“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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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石泉旅游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