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洹）6 月 16 日，石泉县安全
生产委员会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局、县
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等 24 个部门，在县城春潮
广场举行全国第 24 个“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
动。

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礼品等形式，向广大
群众普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全生产法规政
策、安全常识、应急处置及自救互救方法等，有效提
升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能力。 活
动现场共发放各类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材料 1500 余
份，发出环保袋、扇子、纸杯等宣传品 200 份，解答
群众咨询 120 余人次。

此外，全县 11 个镇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
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形成了全民参与、共筑安全
防线的良好氛围。

石泉开展 2025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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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豪）近日，岚皋县消防救援大队紧扣“三化三制”提升工程，
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通过“三抓”举措，全力构建完善消防安全监管责任体系，推
动县域“三化三制”体系实现从“管用有效”到“常态运行”，再到“长效长治”的跨越。

在责任体系具体化与监管检查精准化方面， 该大队聚焦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建
设，严格落实党政领导、部门监管、属地管理、单位主体“四方责任”，督促社会单位
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完善重大火灾隐患闭环整改机制。 针对“五大领域”开展治
本攻坚，推进“大单位”标准化创建与“小场所”基础达标管理，双管齐下防范“大火
巨灾”和“小火亡人”。 此外，充分发挥消防安全议事协调机构作用，推动属地与行业
部门联合排查整治，运用挂牌督办、信用惩戒等手段，借助信息化平台实现基层治
理“智治”与闭环管控，提升监管效能。

督查暗访常态化与隐患清零动态化工作扎实推进。 该大队综合运用督导检查、
暗访督查等手段，打出督查督办、警示约谈“组合拳”，构建起“发现—报告—处置—
整改—追责”全流程闭环链条，对整改不力单位严肃处理。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
建立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动态管理，全力消除存量隐患，遏制增量风险。 同时，加强联
防联控，统筹推进电动自行车整治、“九小场所”治理等重点工作，建立定期会商机
制，强化部门协同。

宣传教育立体化与问效落实刚性化成效显著。 该大队联合多部门，对重点行业
人员、重点人群开展精准消防培训，常态化推送“三清三关”等安全提示。 利用新媒
体、户外大屏等多渠道打造立体宣传矩阵，营造浓厚氛围。 组织“火焰蓝”志愿服务
队深入社区、农村，开展体验式宣传活动，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
并强化督导问效，确保宣传教育措施落地见效。

今年以来 ，白河县探索推行 “随时
叫、即时应、全力帮、用心解”（简称“叫应
帮解”）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高效响应、闭
环解决、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及
时回应群众呼声诉求、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 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质
效。

建立一体推进的治理机制。 该县构
建党委领导、多方协同、科技支撑的支持
保障体系。 县、镇、村三级同步建立“叫
应帮解”社会治理工作机制专班，落实县
级领导联镇、部门联村帮扶等机制，组织
党员干部下访，通过村民小组会、居民院
落会、民营企业恳谈会等形式广泛收集
社情民意，落实督查考核与追责问责机
制，倒逼责任落实。 公布 1 个县级、11 个
镇级和 68 个部门“民声”热线，通过“问
题墙+回音壁”、院落会、微信公众号等
载体，广泛宣传引导 ，鼓励群众有难题
随时拨打专线电话，落实专人接听，让群

众与各级干部说事说心声，变“民声线”
为“连心线”。

打通闭环管理的治理通道。 该县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建立全链条治理体系，
形成“收集—交办—办理—反馈”的闭环
管理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随时叫”畅通渠道，通过
设置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民声呼叫电
话、网络平台及网格员常态化走访，形成
“线上+线下” 立体化诉求收集网络，群
众可通过电话、微信、信访等多渠道反映
问题，确保“呼声有人听”。 “即时应”强
化响应速度，对群众反映各类事项，按照
政策咨询、意见建议、民生诉求、矛盾纠
纷等类别认真梳理，分类登记，分级建立
工作台账，落实研判交办制度，确保“诉
求不过夜”。 “全力帮”整合资源，统筹政
策帮扶、结对共建 、营商环境优化等措
施，形成跨部门协作合力，做到“难题有
人解”。 “用心解”注重长效治理，对各类
问题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责任单位、办

理时限和要求 ，通过矛盾调处 、心理疏
导、制度完善等综合施策，全程跟踪督办
落实，实现“事心双解、标本兼治”。

构建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 该县整
合各级各部门资源和力量，系统梳理各项
便民、利民、惠民政策，根据群众反映的各
类难题诉求，精准匹配相关政策，建立“一
对一”跟踪服务机制，确保各项政策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 将“叫应帮解”与网格化
管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组织自治
等相结合，用好群防群治和网格员力量，
构建系统完备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
制，及时发现苗头，动态掌握情况，提高预
测预警预防能力。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等方
面，根据群众呼声诉求，主动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
一类事”延伸。全面落实村级组织“四议两
公开”制度，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大力
实施孝义善举培育工程， 用好村规民约、
乡贤治理、道德评议等举措，切实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
深化人民至上的治理效能 。 该县

“叫应帮解”机制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力解决
群众操心事、 揪心事， 提升为民服务效
能。自 4 月份机制运行以来，收集政策咨
询、民生诉求等事项 7 类 2106 件，交办
网格事项 826 件， 解决 710 件， 化解率
86%，开展以“企业工厂大走访、安全生
产大检查、优惠政策大宣讲、困难问题大
化解、 就业创业大促进、 风险隐患大整
治” 六大行动， 累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
89 个。 解决“飞线充电”治理难、干旱用
水难等各类民生诉求问题 468 件， 帮助
群众增收项目 236 个 ， 化解矛盾纠纷
535 起， 调处各类消费者投诉举报 205
起，挽回经济损失 60 余万元。 该县委社
会工作部推动建立“司机之家”和“小个
专流动党员”暖新驿站 2 处，化解新兴领
域合同纠纷 1 起， 解决新兴领域急难愁
盼问题 9 件。

白河“叫应帮解”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通讯员 胡呈娥 杨柳桃

近日，国家档案局发布第六批《中国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 52 项，我省何尊
等 5 组周代有铭青铜器、 清代紫阳县衙
档案 2 项入选， 这是我市首次有档案入
选名录。

清代紫阳县衙档案现保存于陕西省
档案馆和紫阳县档案史志馆，共计 1080
卷、299 件，大多为清同治、光绪两朝档
案（1766 年至 1911 年），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基层治理等方面，具有非常
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珍贵档案能够穿越历史， 鲜活地呈
现在世人面前， 背后是一批批有识之士
的悉心守护， 是一代代档案人的默默坚
守。

新中国成立初期， 安康军管会同步
接管了档案。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市建
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档案馆。 1987 年档

案法颁布实施后， 档案管理进入规范化
轨道。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市对包
括清代紫阳县衙在内的新中国成立前
21336 卷、67572 件珍贵档案进行抢救修
复、扫描著录，档案老化、破损等问题得
到妥善处理。

2025 年上半年 ，紫阳县 、旬阳市档
案史志馆新馆搬迁投用 ， 标志着全市
10 个县级档案馆告别“老破小”。 “十三
五 ”“十四五 ”期间 ，市 、县累计争取中
省支持县级档案馆建设资金 6402 万
元，地方配套资金 1.18 亿元 ，县级档案
馆总面积由 6342 平方米扩大到 43900
平方米。 面积最大的汉滨区馆 1.15 万
平方米， 最小的白河县馆也有 2494 平
方米，能够满足新时期档案馆档案安全
保管基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档案利
用服务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中心 、电子

文件管理中心的功能要求。
基础建设打头阵，档案保护体系也

逐步建立。 各级档案馆都配备了消防、
安防 、调温调湿等保护设备 ，添置了档
案柜、 图纸柜、 防磁柜等档案装具，完
善了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加强档案安全
风险隐患整治 ， 为档案套上了 “金钟
罩、铁布衫”。 3 位安康籍将军向市档案
馆捐赠收藏档案，岚皋县抗美援朝老兵
王章德捐赠红色档案，白河县干部兰云
峰捐赠清代 “白河营 ”石刻档案 ，各界
人士用实际行动为档案馆投下 “信任
票”。

档案中尘封的记载是地方的历史文
化宝藏，每一次开启和发掘，都像一束光
照进现实。 清代紫阳县衙档案中发现的
光绪三年紫阳贡茶信票，是“紫阳茶”作
为“朝廷贡茶”的铁证，为紫阳茶擦亮了

贡茶的“金字招牌”。 市档案馆保管的富
硒茶的有关档案走进人民大会堂， 为安
康市富硒茶走向全国、 面向全球提供了
丰富的宣传素材。

10 年来， 市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由
51.27 万卷 、35.72 万件增加到 54.5 万
卷 、236.9 万 件 ， 民 生 档 案 占 比 超 过
50%。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档案信息
化 ， 全市纸质档案数字化数量突破
2500 万页。 市档案馆利用历史档案拍
摄 《老档案里的安康 》系列微视频 ，汉
滨区馆利用红色档案拍摄的 《安康起
义 》 微视频获全省基层理论宣讲优秀
奖 ， 石泉县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
参观群众 2 万余人次 ，紫阳东城门 《中
原军区布告 》 档案参加多省联办的红
色珍档联展……新时期 ， 档案开发利
用更加开放灵活，更加深入人心 。

在 守 护 与 传 承 之 间
———清代紫阳县衙档案入选国家名录的背后

通讯员 刘付辉 郑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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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罗毅）为进一
步推进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转作风、
优行风、树新风。 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全面启动 “千名行风监督员伴我
同行”行动，并举行行风监督员和观
测点联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 《安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行风监督员和观测点服务管
理办法（试行）》，通报了市场监管机
构职能与工作情况，聘请了 31 名行
风监督员，设立了 4 个行风观测点。
行风观测点代表、 监督员代表及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围绕监督履职、服
务联络等议题交流发言。

此次行动， 该局要求明确职责
定位，精准发挥行风监督作用，充分
发挥行风监督员、 观测点的 “千里
眼”“顺丰耳”“啄木鸟”和“智囊团”

作用；拓宽监督维度，构建全天候监
督网络，严格落实监督范围“广”、监
督方式“活”、监督实效“强”；倾听民
声诉求，搭建政企民沟通桥梁，做好
民意的“忠实倾听者”、诉求的“精准
传递者”、政策的“有效宣传者”；汇
聚群众智慧，打造监管升级智库，贡
献 “金点子 ”、勇当 “啄木鸟 ”、传递
“好经验”。

据了解，该局 3 个局属单位、12
个县（市、区）局、139 个镇（办）市场
监管所将陆续完善监督员队伍建
设，县（市、区）局将比照设立行风观
测点。与此同时，将建立立体联络机
制，开通“行风监督直通车”，推行闭
环整改机制， 对问题线索实行台账
管理，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建立履职
档案与动态调整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王生华 杨行康 薛镯）6 月 20 日，汉滨
区住建局组织开展 2025 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暨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演练，引导企业树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全面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该局相关股室（单
位）负责人，区属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单
位项目总监，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安全员等 150 余人参加活
动。

活动期间， 该局安排部署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工作任务，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并进行了安全誓词
宣誓仪式。 随后，与会人员在东湖蓬瀛项目施工现场开展综
合应急演练和现场观摩活动。

“全区住建系统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狠抓安全促发
展，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全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 ”该局局长向阳说。

汉滨住建局开展
2025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市市场监管局
力促行风建设提质效

本报讯（通讯员 沈秀山 邹飞）
6 月 17 日清晨，汉阴县汉阳镇金红
村西头森林深处， 一个虚弱的身影
终于被搜救人员发现。当 80 多岁的
杨大爷伏在救援人员背上， 平安下
山时，一场牵动整个村庄长达 48 个
小时的紧急救援， 在汗水与泪水中
迎来最温暖的结局。

6 月 15 日黄昏，杨大爷外出拾
柴未归， 家人遍寻无果后向村委会
紧急求助，老人走失的消息瞬间传
遍全村。 村广播与微信群寻人信息
同时扩散， 汉阳派出所警力火速驰
援。 在村党支部书记与驻村第一书
记组织下，金红村“四支队伍”、公益
性岗位人员、 党员志愿者， 一支近
20 人的搜寻队伍迅速集结。

不眠不休地搜寻，时间与地形成
为最严峻的对手。搜救队伍以老人最

后出现的地点为圆心，“兵”分数路对
田间小径、茂密山林、废弃屋舍展开
拉网式排查。公益性岗位人员凭借对
地形的熟悉，引导搜寻队伍；村委会
成员则扩大信息半径，将寻人启事迅
速覆盖周边村落。

救援过程中， 许多村民自发筑
起坚强后盾。田间地头，有村民默默
为搜寻队伍递上解暑的绿豆汤与充
饥干粮；队伍之中，不断有闻讯而来
的青壮年加入， 手电的光束在暗夜
山林里连成希望星河。

当老人终于被发现时， 虚弱的
他意识尚存。 救援人员小心将其背
起， 以又稳又快的速度护送至镇卫
生院。看到老人安然无恙，家属紧握
救援人员的手连声道谢 ：“谢谢大
家，要不是你们帮忙，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 ”

一场牵动整个村的爱心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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