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典叶）10 月 10 日至 11 日，陕
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在西安举行，来自全省的 10 支队伍 30 名选手同台竞
技。 由汉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张雅菲、徐欣子和新城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雷晶组成的安康代表队，在大赛
中一路过关斩将取得好成绩。

竞赛共设特色展示、必答题、抢答题、团队题、风
险题及情景模拟等竞赛环节， 内容涵盖优抚优待、移
交安置、就业创业、褒扬纪念、走访慰问、帮扶解困、权
益维护、思政引领等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的业务
技能，对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的理论

知识储备和实践应用能力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检
验。

比赛中，安康代表队不畏强手，以深厚功底、优秀
技能和出色发挥，在六轮激烈角逐中过关斩将，取得
二等奖的好成绩。

近年来，汉滨区新城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退役军
人服务及双拥工作，不断提升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能
力，竭力做到退役返乡“五关爱“，日常关怀“六必访，
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和发家致富、过上美好生活提
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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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中共岚皋县委、岚皋县
人民民主政府在湖北省郧县成立， 李波
香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县委、县政府干部
组成工作队，随军西进。 平利县第二次解
放后，岚皋县工作队于 7 月下旬到 11 月
下旬驻平利县洛河区开展工作。

平利解放后， 岚皋县国民党政权内
部人心惶惶，不仅丧失了抵抗的信心，而
且还在各找出路，各奔前程。 时任岚皋县
“巴山防共联防指挥部” 的副指挥贺松
乔，在自卫团团附唐天友、县保安队副官
主任谢木天的建议下，8 月份派曾在延安
抗大学习过的熊明凯到平利与解放军联
络。 熊明凯持贺松乔的密信和岚皋地图，
到平利洛河，受到岚皋工作队的接见，并
被介绍到县城与我军谈判。 熊明凯汇报
了岚皋县城与花里的敌军驻守情况。 随
后， 我方派史介宾参谋随同熊明凯到岚
皋县城， 同有关人员谈判， 侦察敌情地
形，做策反工作。 经过几次接触，终因贺

松乔犹豫不决， 争取起义工作未能达到
目的。

6 月份，中共中央西北局联络处派陈
福刚回岚皋做策反工作， 与县府秘书祝
松山、 民政科长王基础和自卫团团附唐
天友等人进行联络，做宣传诱导工作，但
由于暴露过早，站不住脚就离开了。 陈福
刚的活动对敌人内部也起了分化瓦解作
用。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
军奉命西进，追歼逃敌。南路五十五师 11
月 26 日从平利出发， 沿巴山北麓进军。
27 日，在平（利）岚（皋）边界的茅坡梁，歼
敌鄂保四团一部，28 日拂晓向岚皋县城
发起攻击，激战三小时，歼敌九十八军一
五八师四七二团三营及鄂陕自卫总队一
部，俘敌 363 人，解放了岚皋县城。 中共
岚皋县委、 岚皋县人民民主政府随军进
驻岚皋县城。 当晚在岚皋中学举行解放
岚皋庆祝大会，县长李波香宣告：岚皋县

人民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岚皋

县人民民主政府布告》，促使地方反动武
装向我投诚、 投降， 敌伪人员到政府登
记。 12 月 2 日，“下西乡民众自卫总队”队
长祝文清率 37 人在大道河向我军投诚。
12 月 8 日， 在逃的白河县自卫团团长王
凡率 200 余人， 在民主坝交械投诚。 当
天，“上西乡民众自卫队” 苏隆道以及贺
松乔、刘自统等人到人民政府登记。 12 月
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王子绩、王子绍
回岚皋家乡， 动员了岚皋自卫团团长罗
虎臣和王厚甫等交械投降。 至此，岚皋的
反动地方武装大部交械解散， 使社会秩
序得到基本安定。

（市委党研室供稿）

解放岚皋

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以木头为材料，
他们伸展绳墨，用笔划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
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

木匠的祖师爷为鲁班，鲁班是春秋时鲁国人，
古代著名的建筑工匠、建筑家。 本公输氏，名般，
后人称为鲁班。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
泥瓦匠等工艺部门共同的祖师，称他为“鲁班爷”。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匠这个职业并没有消亡，
更是在技术上不断地发展创新。 然后真正意义上
通过“榫卯结构”的传统木匠却逐渐减少。 传统木
匠所使用的工具种类繁多， 且同类型的工具因用
途不同又分出多种型号。 真正的木匠手工具有长
刨、短刨、圆刨（大圆，内圆，小圆）、线刨（各种刀型
5 种以上）、槽刨（宽窄 3 种以上）、拉钻、搬钻、摇

钻、凿子（宽窄圆三种十把以上）、锯子（直路，横
路，隼锯）大小长短 4 把以上，装一担有七十多斤
重。

过去家里多少都有些老物件，如八仙桌、太师
椅等，这些就是离日常最近的“榫卯结构”家具。
小时候家里还会请木匠在院子做些家具，回想当
时做的什么家具早已遗忘， 但忘不了的是木匠拉
锯的情景、衍生出“扯锯拉锯”的童谣和推刨子推
的刨花儿。

木匠技术最全面，涵盖几何、数学、力学、美学
等，只要学会了木匠，其他匠人干的活都不算啥。
查《说文解字》，发现“匠”的解释是木工也。 古时
百工皆称工，唯独木工称匠，足见木工在人们的眼
里永远是能工巧匠。 旧社会家里盖房子过程中，

吃饭时木匠都是要被请到上席落座的， 可见木匠
在传统匠人中的“江湖地位”。

住在安康城区鼓楼西街的马金平就是现在安
康城内仅存不多的传统木匠之一，66 岁的马金平
自 10 岁时就拜师学习木匠技艺，先后跟随了五六
个师父各取所长， 二十多岁时学成出师，1979 年
恰逢安康建司招工， 马金平凭借十余年的技艺积
累， 在招工比赛中以木工四级的优异成绩进入建
司成为一名木工。 直到 1994 年，随着机械化生产
的普及和企业改制的到来， 马金平这一批手艺人
被时代的浪潮推向了“下岗”的彼岸。

有着一门手艺的马金平回到家中， 继续从事
着木匠这门手艺。 也就在这个时候， 马金平的儿
子马伟对父亲这门手艺产生了兴趣， 从看着父亲
做木匠活到初中毕业跟着父亲学， 逐步继承了木
匠这门手艺。马伟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看着父亲做
木匠活，稍微大些能给搭手帮忙。初中毕业后在外
地上了一年体校，感觉自己兴趣还是在木工上，于
是回到安康认真地跟随父亲学习这门技艺。 看到
儿子有兴趣， 马金平也就把儿子当徒弟一样带了
起来。 如今的马伟凭借着对木工技艺的热爱和父
亲的言传身教， 已经继承了父亲的手艺， 担起了
“匠二代”的重任，马伟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这门传
统技艺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据马金平讲述， 在他年轻时只要看到某款木
质家具，无需图纸就能照样做出来，他能做的家具
有上百种之多。 现在家里堂屋放的两张八仙桌已
经有 200 多年历史了， 经历了洪水的侵袭至今仍
然稳坐堂屋。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现在定做全套家具的人
少了，更多的是做一些长条桌、马扎、靠背椅子、菜
墩子等等，像鼓楼西、东关一些传统老字号餐饮店
里用的就是马金平做的桌椅，看起来古朴、坐起来
舒服。

连绵的岁月流淌而过， 匠人们以古法今用的
信念，传承榫卯结构的独门绝技，代代相承至今。
然而当今工业化生产和快节奏社会， 正在逐渐磨
灭匠人们温和缓慢的作风。 马伟说他现在出门旅
游，都会带着目的性地去看，像山西应县木塔这种
榫卯结构古建筑， 位于安康城去静宁北路南寺里
的由山西工匠团队修建的“望月楼”等。 于是，作
别马伟，我来到了安康城区的南寺，看到“望月楼”
后， 之前对于木匠这门传统技艺传承的隐忧多少
挥散了一些，因为，还有，还在。

本报讯（通讯员 钟骏 张杰）今年以来，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深入贯彻落实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针
对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积极推行“三前移三减少三
提升”工作机制，在审前指导上“下功夫”，在行政审批
上“做文章”，在事后服务上“求突破”，加快实现“物理
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群众
办事。

推行审前指导 “三前移”。 加快推进政策解读前
移，组织开展 6 期“入企问需、送策上门”活动，制作发
布 60 期高频审批事项政策导引及办理流程教学视
频，不断提升企业群众政策知晓率和应用率。 加快推
进申报指导前移，组建“审前服务”团队，提前对企业
群众拟申请的审批事项进行“一对一”审前辅导，切实
提升办事的体验感和便利度。 加快推进审批办理前
移，进一步深化事项下放和委托授权，采取审批事项
上门办理、集中办理、下沉办理等方式，推动审批权限
向办事人员前移，持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

推行行政审批“三减少”。针对全市行政审批系统
承接的 2381 个实施项,按照“应合尽合，应简尽简”的

原则 ,进一步优化事项办理流程，尽可能推动承诺件
转为即办件,截至目前,实现办理环节减少 15.33%。 依
托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 逐一事项梳理申报材
料，最大限度地进行精简,截至目前 ,实现申请材料减
少 10.50%。 通过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采取提
高窗口数据资料回传速度、后台审批人员办理速度等
措施，推动审批业务快流转、快审核、快办结 ,截至目
前，实现办理时限减少 59.73%。

推行事后服务“三提升”。与行业主管部门深化审
管联动机制， 坚持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并重,厘
清审批、监管部门权责,既实现了审批“加速度”，又体
现了监管不缺位不失位，促进审批质效持续提升。 依
托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引导办事群众自愿评价服务
指引是否清晰、办事程序是否便利、材料手续是否精
简、操作界面是否友好、有何改进意见等项目，形成
“服务质量群众评、 审批部门及时改” 的良性互动局
面，促进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建立常态化“主动回访”
机制， 及时了解掌握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对办事流程、
办事体验的真实感受，积极解决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
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促进办事满意度持续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钱运立 严都琴）为有
效控制病媒生物的滋生,创建舒适健康的公
园环境，10 月 6 日起，市市政园林处委托专
业机构对安康中心城市一湖两岸公园、广
场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一湖两岸是安康城市的会客厅， 是安
康对外宣传的一张靓丽名片， 也是市民游
客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然而，由于复杂的
生态环境， 公园也成了各种病媒生物滋生
和传播的场所，给人们的生活、健康和安全
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连日来，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操作规范、采用地毯式方法，对一湖两
岸的公园花基、沟渠、下水道、公厕等蚊蝇
滋生地喷洒药物， 从源头上预防控制病媒

生长、 繁殖和蔓延， 最大限度降低病媒密
度。 截至目前，累计消杀面积约 47 万平方
米，10 个公厕得到全面消杀。

“本轮消杀，我们避开人流高峰 ，消杀
前先排清积水，清理绿篱、花坛中的白色垃
圾，限制蚊虫栖息和滋生的条件，从源头进
行有效防控，然后适时喷药消杀，并完善毒
鼠饵屋及排水井、防蚊网等设施，做好蚊虫
杀灭工作。 ”陕西境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安
康分公司负责人马丽娜介绍。

据了解， 目前一湖两岸公园广场病媒
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中， 工作人员将
根据监测数据和病媒生物生活习性， 采取
合适的防控手段，如喷洒杀虫剂、设置陷阱

等。 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于
病媒生物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引导公众积
极参与防控工作。

“公园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涉及广泛，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将不断努力，
加大宣传、加强治理和防控，将一江两岸公
园广场打造成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场所，
为人们的生活健康保驾护航！ 让大家玩得
开心、安心、舒心！ ”安康市市政园林处公园
管理科副科长马彬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王铁石 胡珊）10 月 9
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 2024 年第三季度
“见义勇为勇士榜”， 由我市推荐的黄锦榜
上有名。 10 月 11 日，陕西省和安康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快速启动奖励慰问， 赴镇坪县
钟宝镇对荣获“见义勇为勇士”称号的黄锦

颁发奖励慰问金。
座谈会上, 黄锦讲述了协助公安机关抓

捕跨省盗窃犯罪团伙嫌疑人的感人事迹，省、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慰问组负责人对黄锦表示
祝贺， 赞扬黄锦作为一名刚退伍的军人回到
家乡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 勇于见义勇为,
面对犯罪嫌疑人临危不惧, 敢于同犯罪分子
作斗争的精神， 表现出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肯
定和学习，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

了社会正气正义， 为平安建设工作做出积极
贡献， 希望黄锦保持荣誉， 发扬见义勇为精
神，为家乡平安建设再立新功。

见义勇为勇士季度选树活动由中央政
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
年 9 月以来，已发布 8 次见义勇为勇士榜，
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 4 位见义勇为勇士上
榜。 据悉,黄锦于 10 月 10 日参加了安康市
举办的孝义善举主题培育活动， 入选安康
市 2024 年“安康见义勇为好人”。

最后的工匠———木匠
通讯员 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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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代表队在省退役军人服务
技能竞赛中获佳绩

退伍军人黄锦获“见义勇为勇士”称号接受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