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 枇杷”免费送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钱运立）5 月 16 日上午，安

康城区瀛湖路两侧洋溢着欢声笑语。 市市政园林处工作人员正将刚
刚采摘下来的枇杷分发给过往市民，引来众多群众点赞。

时值 5 月， 瀛湖路沿线枇杷迎来丰收季， 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
头。针对往年部分市民随意采摘导致树木受损的情况，市市政园林处
从去年开始主动创新举措，组织专业队伍统一采摘成熟枇杷，并免费
向市民发放。

“这枇杷又大又甜，市政服务真是太贴心了！”市民王丽品尝后赞
不绝口，“以后我们都要当城市绿化的守护者。 ”据悉，为确保食用安
全，所有采摘枇杷均经过严格检测，合格率达 100%。

市政园林处绿化管护科科长龚晨曦介绍， 此次活动将持续 7 至
10 天，预计发放枇杷近千斤。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市民共享
城市绿化成果，同时增强市民爱绿护绿意识。 ”龚晨曦表示，未来还将
推出更多惠民举措，让市民切身感受“绿色福利”。

记者观察到，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市民主动协助维持秩序。
许多领到枇杷的市民表示，这样的活动既尝到了甜头，更暖了心头，
今后会以实际行动爱护城市绿化。

分发枇杷广广场场上上摆摆放放的的麻麻将将摊摊人人行行步步道道上上支支起起的的扑扑克克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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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健 李俊）
近期， 不断有读者向本刊反映：
安康城区东郡广场和周边人行
道上有多人摆牌桌，供周边居民
打麻将和“挖坑”，严重影响城市
形象。

5 月 14 日，记者实地走访发
现， 广场上的确有人撑着遮阳
伞， 摆放 3 桌手码麻将供人打。
广场中心的花坛里，也同样撑着
遮阳伞，摆了 2 桌麻将。 而公厕
后面的凉亭里、供水房前面及金
堂寺方向的人行道上则成了扑
克牌区，分散的三个地方总计有
20 桌以上，每张桌上都有 4 人在
“挖坑”。

“都好几年了！ 最近天热还
少一些，也分散了。 清明节前，都
集中在广场上，最多时有七八十
桌。 ”见记者拍照，居住在东郡小

区的王先生说，“到这里来玩的
大多数是老年人，麻将是 1 元 1
个码，搬 6 个码，只要中码摊主
每局就要抽 1 块钱服务费。 扑克
牌以‘挖坑’为主，筹码就要大一
些，以 5 块、10 块钱的居多，也有
带花牌、带炸弹的，翻番后一局
要输上一两百元。 摊主按场收
费，时间长短不定，每场每人收
5 元。 ”

“人老了， 偶尔打打小牌没
什么，但最好是在家里玩。 在广
场和人行道上摆摊‘抽水’，就显
得有些不合适了。 ” 王先生说：
“广场和人行道均为公共场所，
摆牌桌占用公共资源，既影响附
近居民运动和出行，也影响城市
形象， 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
还居民一个风清气正、文明向上
的居住环境。 ”

为了实现对安康地区解放后政权的顺利接
管， 加强基础政权建设， 推进安康地区解放进
程，1949 年 3 月 9 日，中共陕南区委会召开常委
会议，讨论建立中共安康地委，并提出了地委、
专署和军分区主要领导成员的配备意见， 上报
中共中央中原局。 5 月 12 日，经中原局批准，中
共安康地委、 安康分区专员公署相继在湖北省
郧县建立，分别隶属中共陕南区委会、陕南行政
主任公署领导。

5 月 23 日，安康军分区在湖北省郧县建立，
隶属陕南军区领导。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第十九军发动白（河）、竹（溪）、平（利）战
役，25 日收复白河县，31 日解放平利县城 。 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余
的安康、岚皋、汉阴、紫阳、石泉、宁陕、镇坪等七
7 个县尚未解放。 因此，解放安康全境，消灭国民
党残余势力， 镇压反革命， 建立与巩固人民政
权，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党在解放初期面临的首
要任务。

11 月 21 日， 第十九军分别在平利县城、旬
阳蜀河镇举行誓师授旗大会， 提出 “打到汉中
去，解放全陕南”的口号，分南北两路开始第二
次西进。 南路第五十五师 11 月 26 日从平利出
发，沿巴山北麓进军，先后解放了岚皋县、紫阳
县；北路第五十七师 11 月 25 日从旬阳县蜀河镇
出发， 沿汉白公路进军，26 日旬阳县城和平解
放，27 日安康县和平解放。 28 日，陕南军区司令
员、 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 陕南区党委第二书
记、第十九军政委汪锋率部进入安康县城。 中共
安康地委、专员公署和军分区同时进入安康城。
地委机关从白河县裴家河进驻安康市七星街
（后改五星街）。 地委设 10 个工作部门；下辖 10 个县委改为县工
委，安康市（原安康县城关范围）改为区级市划归安康县管辖。

11 月 29 日，第五十七师进军汉阴县，汉阴县自卫团宣布投
诚，汉阴县城和平解放。 30 日包围石泉县城，守敌南逃，石泉解
放。 12 月 4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独立五团进军宁陕
县，5 日守敌南逃，宁陕县解放。 1950 年 1 月 11 日，安康军分区
部队解放镇坪县。 至此，安康全地区 10 个县全部解放。

安康全境解放后， 党领导安康人民开始继续完成新民主主
义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阶级土地
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肃清土匪、特务、恶霸
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与巩固人民政权；对
地方人、财、物登记，实现党对城市有序接管；实现党的工作重心
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新中国成立时，饱经沧桑的安康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 三年恢复时期，工农业

总产值年增长 21.88％。 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三级联动换来全域安宁
通讯员 王小云 刘天天

东郡广场及其周边成“露天牌场”

现现场场采采摘摘

生活垃圾分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安康市自 2020 年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以来， 始终坚持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与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机结合，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及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
中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决策部署，积
极推动全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编制完成
垃圾分类专项规划， 建立工作责任体系
“三个清单”，完善协作配合协同推进“六
项机制”，研究制定评估办法和细则，创新
实施居住小区“红黄绿”挂牌管理制度，在
全国城市评估排名持续上升。

五年来，垃圾分类从陌生概念成为全
民行动，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覆盖；五年
来，“先分后混”的困局被科学分类体系逐
渐破解，“垃圾围城”的隐忧被资源化利用
消弭；五年来，我市以制度创新破解治理
难题，用设施升级重塑城市肌理，让绿色
理念浸润百姓生活。 这场始于 2020 年的
生态革命， 不仅让城市环境面貌日新月
异，更将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托举到
了新的高度。

“四级联动”筑根基 “六项机
制”聚合力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安康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安康中心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2020-2025 年 ）的通
知》，明确了中心城区先行先试，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

2023 年，市政府办印发《进一步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 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要
求全域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建立市、 县、
镇、村四级责任体系，形成层层抓落实的
工作格局，也标志着安康市垃圾分类工作
由自主探索转变为正式启动。 从 2021 年
示范引领、2022 年体系构建到 2025 年基
本实现中心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一幅生活垃圾分类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的绿色画卷跃然呈现。

在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制度创
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标准
引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2 年，市
分类办会同市委组织部建立了党建引领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机制， 明确责任主体，

建立联动机制，推动多元参与。
2023 年，市分类办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三个责任清单”， 进一步明确了市级、县
（市）区级、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四
级主要工作职责，细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部门和管理责任人工作职责，构建了
垃圾分类“四级联动”责任体系。 逐步完善
部门协同推进“六项机制”，认真落实“月
总结、季通报、年考核”工作要求，有效推
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细走实。
“规划+制度+考核”的三维治理模式为垃
圾分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示范建设强引领 终端攻坚提效能

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见证着城市治
理能力的跃升。 为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知晓
率、参与率和投放准确度，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垃圾分类模式。 2021 年，安康市启
动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按照
符合实际、富有成效、富有特色的要求，在
中心城市范围内选择 5 个党政机关、7 个
居民社区、4 个居住小区、6 个学校、2 个医
院、2 个宾馆酒店和 2 个商场超市建设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引领和辐射带动全域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在示范点建设中，我市从垃圾箱更新
升级入手，加快分类收集设施配置，逐年
改造升级老旧设施，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和
桶边督导制度，持续细化垃圾分类、收集、
存放、处置等环节流程和制度，着力打造
全流程分类处理链条。 截至目前，累计建
成垃圾分类投放点位 1064 处， 配套完善
便民服务设备投放设施 331 处。

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的欠缺始终限制
着发展的脚步。 2020 年，我市中心城区生
活垃圾产生量约 580 吨/日，2 家餐厨垃圾
处理企业处理厨余垃圾约 50 吨/日，其余
全部卫生填埋处置 ， 资源化利用率仅
8.6％。 2023 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落户安康高新区北环线
产业园，日处理可回收物约 380 吨，建成
有害垃圾暂存点 2 处。 2024 年，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运，日处理生活垃圾
1200 吨，服务范围涵盖五县四区，生活垃
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飞跃， 达到 86％。
2025 年，厨余垃圾日处理 100 吨项目正式
启动，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持续扩容，我市
以焚烧发电为主、生物处理为辅、回收利

用为基础的多元处置体系已初见成效，真
正做到让各类垃圾都有了合适的“归宿”。

五年耕耘结硕果 生态之城谱新篇

五年以来，我市以“垃圾分类宣传周”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城管进社区”等
活动为契机，组织“文明有我”“城管进校
园、文明靠少年”等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制
作垃圾分类知识手册，引导市民群众主动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开展“垃圾分类知识
竞赛”“点亮城市地标”“晒桶打卡”“体验
分类互动”“21 天培育分类习惯养成”等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力求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 进一步增强市民群众参与感、
主动性、积极性。 邀请市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参加“分类体验日”活动，组建分类讲
师团队，积极推进垃圾分类进机关、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五进”宣传，
开展志愿服务，发动门店单位，扩大宣传
教育工作面，营造“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的浓厚氛围。

2023 年，在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周“垃圾分类齐点亮”活动中，我市
获得全民活动城市组三等奖，5 万余人参
与线上打卡。 2024 年，在第二届全国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中，累计开展宣传活
动 300 余场次，发动门店单位 1000 余家，
影响覆盖人数 10.4 万余人，群众生活垃圾
分类知晓率 93.67% ， 参与度 84.67% 。
2025 年，全市垃圾分类志愿者注册人数达
369 人，校园垃圾分类达到全覆盖。

历经五载砥砺奋进，安康市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生态成绩单。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
从 28 个示范点拓展至 643 个公共机构、
375 个公共场所、603 个居民小区，中心城
区经营区域垃圾分类覆盖率突破 98%。 处
理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资源化利用率提升
近 70 个百分点， 无害化处理率连续三年
保持 100%。 在住建部的评估中，得分排名
进入小城市第二梯队。

站在 2025 年的门槛回望， 我市以高
瞻远瞩的战略谋划，走出了一条中西部城
市垃圾分类的特色之路。 五年的实践印证
了制度创新遇见科技赋能、政府主导联动
全民参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就
能落地生根。 这场始于垃圾分类的生态文
明实践，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深刻内涵。 而随着焚烧发电项目的全面
投运、再生资源与生活垃圾清运网络的深
度融合，一幅更洁净、更低碳、更可持续的
城市图景，正在安康大地徐徐铺展。

绿色变革绘就生态答卷
———安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五年实践综述

记者 周健 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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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处智能监测点排查地质隐患，449
个应急广播覆盖山坳，202 支救援队伍遍
布县镇村……跃动的数据如同精密齿轮
般环环相扣，在石泉大地上铸就成守护生
命的钢铁长城。

时间回溯到 2024 年 7 月上旬， 持续
降雨让石泉县各个镇村倍感压力。 石泉县
沟壑纵横、岩土结构不稳定，一旦遇上暴
雨天气，就很容易出现山洪、滑坡灾害，危
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每到汛期，全县
上下都是铆足精神，全力筑牢守护群众生
命财产的安全屏障。

同年 7 月 19 日的黄昏， 城关镇黄荆
坝村应急广播骤然响起，该村应急救援队
员迅速集结，蹚过湍急的茨沟河，背上年
迈的村民，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黄荆
坝村党支部书记李松说：“我们严格按照
县委、县政府的统筹部署，城关镇党委、政
府的指挥安排，组建覆盖到户的应急救援
队伍。 为了强化应急救援力量，给村上配
备的有器材室，里面柴刀、电锯、手锯、喊
话器、水泵、工兵铲、雨鞋、救生衣、救生圈

等应急救灾物资一应俱全，同时每年都会
组织救援队成员集中培训，更好地保障基
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

类似这样的转移避险事例，在整个石泉
县可谓不胜枚举。仅今年已先后 3次成功紧
急集结队伍赴县外支援救援，11次启动镇级
综合应急队伍集结实战，均取得成功。

近年来，石泉县以“科学、规范、快速、
高效”为准则，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
体系构建、制度机制创新、智慧中枢建设
“三驾马车”，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织就出一张全域覆盖的应急防护网。

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应
急救援的先锋部队，石泉县着力构建“县、
镇、村”三级联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组织
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协同发力的高效运
转机制，精准划定各级各部门指挥权限与
职责边界。 按照“统一领导、专业指挥，资
源整合、全面覆盖、协同作战”原则，在全
县 11 个镇、1 个经济开发区建立 “主要领
导全面负责”体系。

广袤的石泉大地上，165 个村 （社区）

组建支部书记挂帅的应急领导小组、202
支 3965 人的三级应急救援队伍如星火遍
布城乡， 三级网格员 1373 人、AB 岗信息
员 395 人构成的“神经末梢”延展到每个
区域，而这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体
系，在处置 2020 年“11·01”粗苯泄漏等突
发事件、应对 2021 年“8·22”、2024 年“7·
19”暴雨等自然灾害、保障汉江赛艇大师
赛等 20 场重大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关键角色。

石泉县积极统筹应急、防汛、防灭火、
政务值班工作，整合成立综合值班室，明确
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工作人员三级责任值
班体系，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为应急值守、 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筑
牢制度根基。 通过建立“三级责任值班+双
岗信息报送”制度，整合应急、住建、消防、
林业、水利、气象、交通等部门资源，构建起
纵向贯通、横向衔接的联动机制。

物资储备体系采取“库站室”三级架
构，90 类 6 万件物资前置基层，2024 年汛
期累计配发帐篷、折叠床、棉被等应急物

资 6000 余件。 创新建立的“平急结合”安
置体系， 让 201 处防灾避险场所覆盖全
域，2024 年成功安置转移群众 2235 人次。

为提升应急保障能力，该县持续强化
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应急体系。 统筹整合
气象、自然资源、文旅广电等资源，将“智
慧应急”深度融入“数字石泉·智慧石泉”
一体化建设，打造应急管理智慧中枢。 搭
建全域感知网络， 整合 197 处监测设备，
对境内汉江及主要支流河道、重点地质隐
患点实施动态监测。 完善应急通信网络，
建成县、镇、村、组四级应急广播平台 449
处，配发 181 部天通卫星电话，实现 11 个
镇 165 个村（社区）应急广播和卫星电话
全覆盖。 开发“石泉县基层应急能力提升
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嵌入“随手拍”小
程序，为群众参与风险隐患排查、突发事
件报送提供便捷平台。 系统设置“应急资
源管理”“应急指挥调度”板块，实现县域
应急资源、预警指挥“一图统揽”，推动县
域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向“看得见、听得着、
能预警、可指挥”的智慧化应急模式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