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汉江晨刊２０25 年 4 月 8 日 编校 唐正飞 组版 永涛 综合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通讯员 熊彬彬

本报讯（通讯员 杨稳）清明
节之际，连续的晴热天气让森林
防火进入关键期。宁陕县创新构
建“人防+技防”双轨体系，通过
“空中鹰眼+地面网格” 立体防
控模式，筑牢智慧防火墙。

在城关镇老城社区防火卡
点，佩戴红袖章的吴小敏手持登
记簿严格值守。 “3 人一组轮班，
8 小时全时段管控”，这支由 783
名生态护林员 、40 名专业救援
队员、295 名半专业消防队员组
成的防控梯队，已在全县 115 个
卡点铺开。 通过 “山口———路
口———沟口” 三级布防体系，织
就了一张严密的防火大网。实现
重点人群 “一对一 ”监管 ，确保
“一天两见面、两提醒”。

守住青山绿水，离不开严密
的联防联控。据该县应急救援技
术中心主任刘劲介绍，防火体系
构建突出全域覆盖的“宣传网”，
设置警示牌 1000 余块， 印发戒

严通告 2 万余份； 全天值守的
“应急网”储备充足救援物资，指
挥系统 24 小时响应，形成“户户
都是防火哨”的群防格局。

除了强大的人防力量，该县
还构建了全天候、全覆盖、多维
度的森林防火立体监测网络 ，
100 个高清摄像头和 50 倍变焦
镜头可识别 3 公里外 0.5 平方
米的火点，系统自动定位误差小
于 20 米。 2800 平方千米监测范
围内，已实现“10 秒预警触发、5
分钟队伍集结 、20 分钟火场抵
达”的响应闭环。 该县农业林业
和水利局森林防火干部储召艳
现场演示了通过专线网络将实
时画面传输至县农水局森林防
火指挥中心的高清显示大屏，实
时查看林区画面，对异常情况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 这一智慧监
测体系大大提高了森林巡护效
率，减轻了工作人员压力，确保
火情隐患早发现、快处置。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 王檬)
连日来， 镇坪县城关镇友谊村
“四支力量”联合护林员队伍，扎
实开展“携手护林防火，共守绿
色家园”专项行动，通过创新宣
传方式、强化巡查管控、培育文
明新风，织就全民参与的防火安
全网。

“我是友谊村村民张碧奎，
我拒绝野外用火！ ”村民张碧奎
对着手机镜头郑重承诺。 这段 8
秒的短视频通过村组微信群迅
速传播， 引发村民积极响应，短
短一周内， 全村已有 23 户家庭
自发录制承诺视频。友谊村党支
部书记张超指着手机屏幕感慨：
“用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宣传，比
贴标语更入心。 现在连 70 多岁
的李大爷都学会用抖音发防火
顺口溜。 ”

走村入户的 “土味宣传”同
样热火朝天。 由村干部、乡贤组
成的 18 人宣传队，带着“烧火粪
等于烧钱袋”“纸灰飘成山火苗”
等顺口溜， 挨家发放宣传彩页。
在村民宋代宝家院里，护林员李
述平现场演示火盆灭火技巧，20

余位村民围成圈学习操作要领。
“这些实打实地演练顶用！”村民
肖祖艳把学到的知识编成“进山
不抽烟，地头不烧荒”的语句，逢
人就念叨。

莽莽青山间 ，10 名护林员
的红袖章在林海中格外醒目。他
们每天早中晚 3 次巡山打卡，小
喇叭循环播放防火通告，重点巡
查坟头、 田埂等 20 余处隐患区
域。 截至目前，已及时制止烧火
粪等危险行为 5 起。在进山要道
设置的 2 个森林防火检查点同
样严阵以待，护林员郭发春正对
进山人员进行细致排查：“打火
机等火源需暂存。 ”检查点严格
值守， 累计完成 48 人次信息登
记，收缴火种 14 件。村民杨日新
感慨：“关卡把得严，咱上山干活
心里更有底！ ”

随着防火意识深入人心，绿
色新风悄然浸润山乡。 春耕时
节， 秸秆还田取代传统焚烧，综
合利用率达 92%； 村民用清明
吊、 鲜花鲜果替代纸钱爆竹，文
明祭祀占比大幅提升。

镇坪城关镇“四支队伍”
守护“绿色长城”

宁陕“人防+技防”筑牢
智慧森林防火墙

本报讯（通讯员 龚磊）为弘
扬英烈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清
明节期间，汉阴县组织开展“赓
续·2025·清明祭英烈” 主题活
动，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倡导文明祭扫新风，营造尊
崇英烈、关爱烈属的社会氛围。

线下祭扫， 暖心服务护平
安。全县各镇及相关部门积极开
展走访慰问烈士亲属活动，帮助
解决烈属家庭实际困难，加强精
神关怀。 倡导以鲜花、绿植替代
传统纸钱香烛，推广电子祭扫等
环保方式，降低火灾隐患。 提前
发布天气及交通提示，引导群众

错峰出行，优化祭扫路线。 革命
烈士陵园及散葬烈士墓全天候
做好服务保障，组织人员清扫墓
碑、整理环境，为群众提供安全、
有序、温馨的祭扫空间。

线上祭扫， 云端致敬寄哀
思。县融媒体中心依托中华英烈
网平台，在汉阴县新闻网、“爱汉
阴”APP 开设 “赓续·2025·清明
祭英烈”专题专栏，提供献花、留
言等线上祭奠服务。全县组织党
员干部、群众及学生通过专栏参
与网上祭扫， 学习英烈事迹，表
达崇敬之情。

汉阴县组织开展
清明祭英烈活动

“高姐，明天早上 6 点我来拿 10 个油糍给
摘茶的人当早点。 ”

“好，我给你留着。 ”
随着采茶黄金季的到来，中国紫阳“开麦

吧！ 茶乡”茶文旅融合系列活动如期开启。 此
时，在焕古集镇经营油糍和麻花小店的高德桂
也忙得不亦乐乎。 高德桂每天起早贪黑，除帮
丈夫泡米打浆、准备食材、炸油糍麻花外，既要
负责网上客户订单发送，又要协助社区接待外
地人到焕古观光旅游的客人。

高德桂说：“焕古镇虽小，但焕古的油糍由
来已久。 我现在的小店是爷爷年轻时建起来
的，经营数十年后传给父亲，而父亲在经营了
大半辈子后传给我，如今已有 100 年了。 ”

高德桂从小对父亲制作油糍和麻花特别
感兴趣，上初中前，一有空就跑到小店里，一边
帮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边用心感受父
亲制作油糍、麻花的过程。 也就是从那时起，在
耳濡目染中高德桂对制作油糍、麻花的技艺和
要领有了深入的见解。 成人后，看到衰老的父
亲没办法继续经营小店，便有了把小店接过来
经营的想法。 “我接下这个小店，是不想让父辈
传承下来的技艺失传了，更不想把家乡的百年

味道弄没了。 ”高德桂说。
在高德桂看来，守着老手艺不能光靠心血

来潮的情怀，需要亲力亲为挖掘、传承、保护、
展现和提升。 为此，高德桂一直按照自己的思
路探索尝试，借助打造焕古古镇和打造焕古富
硒茶园观光旅游的机遇，对原有小店进行改造
升级，并办理了相关证照。 为了满足街坊游客
的美食需求，高德桂教会丈夫油糍、麻花制作
技艺，夫妻二人结合现行食客的需求反复比较
和尝试，制作出外形金黄油亮、外酥里糯、口感
软嫩、香味浓郁、营养丰富的油糍，深受食客喜
爱。

高德桂深知，一个百年油糍美食小店的诞
生离不开爷爷、父亲对传统油糍制作技艺的传
承与坚守。 这些年来，高德桂夫妇在用心保护
和传承油糍制作技艺的同时，又做起了传统小
吃小麻花和面叶子。 高德桂通过直播和微信，
将小麻花、面叶子推向全国。 2023 年和 2024 年
的陕西省第六届、第七届汉江公开水域冬泳赛
期间和 2023 年、2024 年的紫阳年货节期间，高
德桂和丈夫把灶台从焕古搬到县城，这不仅让
高德桂和丈夫现场制作的油糍火爆起来，而小
麻花、面叶子的线上线下交易一天比一天多。

百年小吃香飘古镇
通讯员 彭召伍

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
准 2 月底发布。 在提升养老机器人精细
化功能方面，这项标准提出了哪些要求？
背后有哪些“黑科技”支撑？ 助力更多银
发群体高品质生活， 标准如何推动养老
机器人普及？ 记者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创新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和业内专
家。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 该项标准聚焦互联家庭环
境下老年人在日常生活、 健康护理等各
个方面的需求和特征， 基于老年用户所
需的辅助支持水平， 提出养老机器人的
功能和性能分类 ，除了可用性 、可靠性 、
无障碍、能耗和噪声等通用要求以外，还
对养老机器人提供的健康状况和紧急情
况监测服务， 与家人及医护人员的通信
支持，多样化的家务、娱乐、家居管理、照
护等活动支持， 外出和助行等移动性支
持， 信息和数据管理性能等分别提出了
技术要求。

“机器人可以根据老年人的作息时

间自动调节室内温度和照明亮度， 或者
在老年人起床时自动拉开窗帘。 ”中国标
准化协会副理事长马德军说， 养老机器
人作为智能家居系统的一部分， 能够与
各种智能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控制家中
的智能电器、照明设备和窗帘等。

马德军介绍， 先进的传感器是养老
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之一。 视觉传感器实
时监测老年人的活动状态， 及时发现跌
倒等紧急情况； 听觉传感器在复杂环境
中准确识别老年人的语音指令和异常声
音； 触觉传感器感知老年人的肢体动作
和力度，提供精准的辅助支持；嗅觉传感
器监测环境中的异常气味， 如燃气泄漏
等。

对于需要移动辅助的老年人， 需要
机器人安全地引导他们行走， 避免碰撞
和摔倒，以及在不同房间之间自由移动，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支持。

马德军说， 导航与避障技术是养老
机器人实现自主移动的关键。 借助激光
雷达、超声波传感器和视觉识别等技术，

机器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准确导航 ，避
开障碍物，顺利到达指定位置。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家用电器标准
化研究所副所长吴蒙介绍， 通过智能感
知与交互技术， 养老机器人可以配备高
分辨率摄像头、红外传感器、触觉传感器
等 ，能够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 、血压 、血
氧等生理状态和跌倒、行走困难等情况，
并及时作出响应。

养老机器人可实现自动化护理功
能。 如全自动洗浴机器人，老人只需进入
洗浴仓， 机器人即可通过多个喷头完成
洗澡、擦洗、烘干等操作，适合失能老人。
喂饭机器人通过语音识别和视觉捕捉技
术， 精准识别老人的进食需求， 避免误
伤，适合手部活动不便的老人。 通过康复
与助行技术， 养老机器人能帮助失能老
人或肢体功能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 ，支
持行走、上下楼梯、健身等功能。

养老机器人还可以作为老年人获取
信息和学习娱乐的工具， 为老年人提供
新闻 、天气预报 、健康知识等信息 ，播放

音乐、电影和有声读物，丰富老年人的业
余生活。 一些养老机器人还具备教育功
能，可以教授简单的计算机操作、书法和
绘画等课程，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

养老机器人看似前景光明， 但要真
正普及到千家万户，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未来标准如何推动养老机器人普及？

马德军表示， 该项标准的制定为养
老机器人行业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基
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 制造商需要按
照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和销售， 确保产品
质量和性能达到一定水平。 这不仅提高
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也有利于增强
消费者信任度，扩大市场需求。 此外，标
准还为产品的测试和认证提供了依据 ，
促进了养老机器人市场的健康发展。

吴蒙说， 下一步要通过产业链联合
攻关，突破软硬件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
解决养老机器人成本、 配套及工程化难
题， 实现养老机器人产业的自主可控和
高质量发展 ，推动电机 、减速器 、传感器
等关键零部件的国内自主研发 。

养老机器人有了国际标准 如何助力银发群体高品质生活？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2025 年春节前，高德桂带着丈夫在紫阳县城年货节上现场制作油糍。

清扫英烈墓碑

祭奠英烈
古古朴朴的的民民居居街街道道夜夜景景

毗毗邻邻小小北北街街的的大大北北街街

小北街位于安康中心城区老城东
北部，北邻汉江，南接老城核心区。 因街道狭窄

且位于大北街东侧，规模较小，故得名“小北街”。 小北街的
原名本叫宝丰街。 清康熙五年，在此段城墙间开了一处城门，并命

名“临川门”（后也称小北门）。此城门的开启，不仅为与之相邻的“通津门”
（现大北街）外码头上的货物中转开辟了一条运输通道，也使得宝丰街于交通

地利方面受益匪浅。许多人为了攀附大北街在商贸活动中的繁荣与兴盛的境况，于
是便与“大”相对而称其为“小”，“小北街”也就因此而流传至今。

小北街是历史的流转，也是一代人记忆的承载，在他们眼中，小北街是这样的……
大北街社区居民来庆福说：“几十年前，小北街的红火，现在是比不来的。 那时候从

街头到小北门码头，青石板路上全是人，每天天不亮，码头就传来船工号子，排客把桐油、
生漆从山里运来，堆在货仓里，再装船顺江而下供货。 小北门大的驿站有 3 家，天天爆满，
小北门的门垛子封在现在的城堤下，老一辈人说小北门的城墙都是用酒米汁子混着黄土和
沙筑起来的。 ”

大北街社区居民马金强回忆：“20 世纪 70 年代， 从小北门渡口经过的船络绎不绝前
往丹江口，竹子编的纤绳一上岸，挑夫、贩子、买东西的、卖东西的……都涌上来了，卖小
吃的人从早上的四五点到凌晨两点没断过，卤莲菜、揪糍粑、腊牛肉、炸油糕、炕炕馍
……各种各样的小吃数不尽，客商多了，就有了会馆，安徽的、黄州的、湖北的，在小
北街买地盖房，前店后仓，收安康的东西拉回去卖，又把他们当地的东西卖过
来。 ”

“当年小北街是安康的‘钱窝子’！ 手工业管理局、药材公司、税务
局、金库都在这边，顾家、邹家院子墙头比两层楼还高，雕花门廊

下挂着各式各样的山货样品。 紫阳的茶、旬阳的梨……
各县上的特产，一应俱全，红火得不得了。 ”大

北街社区居民刘登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