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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融 入 现 代 生
活———非遗正青春”为主题的石

泉县 2025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
传展示活动， 日前在石泉县城禹王宫广场
举办。

此次活动由石泉县文共体总中心主办，县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联合承办。 活动精彩纷
呈，开场锣鼓、舞彩龙、连钱舞、汉调二黄展演轮番
登场；“鎏金铜蚕”文物知识宣讲与《美丽的神话》洞
箫演奏赢得满堂彩；非遗体验区与有奖问答吸引
市民深度参与；非遗普法宣传同步进行，提升群
众知晓率。

活动集中展示了石泉非遗保护成果，通
过创新互动形式， 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

情，为促进非遗传承发展和文旅融
合注入了新动能。

杨勇 摄影报道

非遗正青春 文化增魅力

本报讯 （通讯员 程东 ）为切实做好
退役军人就业工作，近年来，汉阴县大力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七个聚力”，促
推全县自主就业返乡退役军人高质量充
分就业。

聚力继续教育，提升学历层次。 积极
落实学历提升教育政策， 支持鼓励自主
就业退役军人通过参加高职院校分类招
生、专升本考试等进行继续教育，不断提
升自身学历层次， 增加更多更好的就业
机会。 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加公务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考 （聘 ），落实加
分政策 105 人次。

聚力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 充分
利用培训资源，不断优化适用性强、就业
空间大的培训项目， 积极主动多形式开
展订单、定向、定岗式培训。 制定自主就
业退役军人年度培训计划， 组织开展各
类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754 人。 探
索军企共建协作模式， 在企业创建自主
就业退役军人实习基地 2 处， 为退役军

人提供就业实践机会。
聚力跟踪服务，提升就业质效。 通过

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报到、 召开退役
军人座谈会、 实地走访、 电话回访等形
式，第一时间动态掌握、及时更新退役军
人就业需求，摸清就业底数，靶向发力 ，
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跟踪服务。

聚力岗位开发，精准推介信息。 积极
加强与人社、 经贸等部门和用工企业对
接，结合退役军人的就业愿望，最大限度
开发用工岗位， 并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
和工作群、发放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对外
发布招聘信息 110 批次， 同时重点向未
就业的退役军人进行点对点推介， 提供
“一对一”送岗上门服务 180 人次。

聚力“双线”招聘，积极搭建平台。 依
托汉阴县零工市场、“秦云就业” 等在线
小程序，通过“春风行动”“退役军人就业
服务季”等载体，扎实开展线上线下 “双
线”招聘活动 58 场次。 为县上重点企业、
军创企业提供“组团式”送工上门服务 15

次， 组织自主就业返乡退役军人到企业
现场应聘，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及兄弟县（市 、区 ）
紧密衔接， 健全退役军人跨区域就业招
聘合作机制。

聚力部门协同，提升工作合力。 加强
协调联动，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做到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累计发放创业补贴
9.8 万元、小额担保贷款 120 万元，减免税
费 21.6 万元。 同时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县
内企业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

聚力观念引导 ，拓展就业渠道 。 加
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咨询 ，引导退役
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充分发挥特别
能吃苦 、适应能力强的优势 ，拓宽就业
视野，确保及时充分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董长松）近日，石泉县城关镇加
强监测预警，强化排险转移，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滑
各项工作，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该镇立即启动防汛预案，严格落实镇村组三级防
汛防滑工作责任，干部下沉一线，做好情况掌握、信息
预警、责任落实“三到户”。 强化重点区域动态巡查，全
面加强滑坡点、风险点隐患排查，对河流、水库、山洪
危险区、地质灾害点和淤地坝、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及
薄弱环节，开展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做到险情灾害防
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

该镇线上线下多渠道全方位发布降雨、地质灾害
预报预警，突出做好夜间强降水防范预警，紧盯强降
雨重点区域，加密预报预警频次，提升叫应叫醒时效，

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全覆盖、无遗漏。 按照“人盯人”“早
盯撤”工作要求，各村（社区）抢险救援小分队强降雨
期间坚决落实“三个转移”，即达到预警阈值时紧急转
移、发生险情异动时坚决转移、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
紧急转移。 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积极组织受威胁群众
提前安全转移避险。

该镇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重大信息
报告制度，落实落细预警信息“123”响应机制，畅通信
息上传下达，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应急处置
并上报。 镇纪委派出工作监督组，巡回到各村（社区）
开展防汛防滑工作督查，严明汛期值班纪律，督促干
部落实落细防汛各项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的
作风确保广大群众安全度汛。

汉阴“七个聚力”促推退役军人充分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像明 张镇）日前，旬阳市关口

镇闻“汛”而动，通过压实防汛责任体系、精准预警到
户、备足应急力量、全面排查整治等一系列硬核举措，
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镇严格落实“市—镇—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制
度，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村级防汛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辖区防汛工作。 为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
公里”，建立以村“两委”成员、党员、网格员为主体的
包保责任机制， 具体负责网格内重点户的巡查排查、
预警预报和应急转移等工作，实现防汛责任全链条压
实、全方位覆盖。

入汛以来，该镇组织镇村干部、应急救援分队 200

余人次， 对全镇 1 座水库、18.5 公里河道、14 个地灾
点，开展了 3 轮拉网式排查。 目前，已疏通沟渠 50 余
米，加固涵洞 33 处，清理村道塌方 1200 立方米。 已组
织转移避险、应急抢险等实战化演练 15 场，着力提升
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该镇建立了覆盖 95%以上常住农户的“镇—村—
组—户”四级防汛微信群，确保预警信息 5 分钟内传
达到村组。 全镇 10 个村的应急广播每日定时播报，遇
到紧急情况及时插播。 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
群体，实行“人盯人”包保，由组长或邻里党员负责电
话或上门通知。

本报讯 （通讯员 江怡珺） 为高效应对强降雨天
气，汉阴县蒲溪镇高度重视，坚决落实“镇自为战、村
组自救，充分授权、一线决策”的工作要求，迅速启动
短临应对机制，做好防汛防滑工作。

该镇对辖区山洪点位、地质灾害点、河道陡塘、低
洼易涝区、危漏房舍等开展“拉网式”巡查排险。 结合
前期建立的受威胁人员台账，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
制，及时转移行动不便的受威胁群众，确保不漏一户、
不漏一人。

该镇加大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坚持“边排查、
边清理、边疏通”原则，彻底清理疏通全镇所有滑坡路
段、边沟、水渠等，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生产生活造
成的影响，切实保障群众通行安全和汛期排水畅通。

该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 24 小时防
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关注辖区内雨情、水情变
化，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谨慎做好夜间
巡查，实现抢险路线信息化和责任落实网格化，以实际
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蒲溪镇全力以赴抓防汛

关口镇闻“汛”而动织密安全网

石泉城关镇多措并举防汛防滑

舞舞彩彩龙龙

连连钱钱舞舞

现现场场围围观观群群众众参参与与非非遗遗文文化化体体验验

汉调二黄展演

变变脸脸表表演演人人员员与与观观众众互互动动

现场众多市民观看汉调二黄展演

传传统统非非遗遗文文化化手手工工制制品品展展示示

本报讯（通讯员 黄仁勇）今年以来，
岚皋县城关镇以“三个一批”为抓手，不
断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后备力量培养和
风险防范化解，着力提高干部整体素养。

严措施淘汰一批 。 严把政治关 ，继
续加强作风建设，重点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的 “微腐败 ”，对存在吃拿卡要 、优亲
厚友等问题的干部坚决清理 ；强化民意
测评 ，创新测评方式 ，将 “第三方评估+
入户走访 ”相结合 ，对连续两年满意度
靠后、工作敷衍应付的干部，建立“能上
能下 ”机制 ，倒逼干部队伍增强服务意
识；优化队伍结构，对年老干部，完善荣
誉退出机制和待遇保障政策 ，同步培养
后备力量 43 名 ， 实现干部队伍有序更
替。

高标准筛选一批。 建立“1+2+X”（1
是政治能力，2 是治理能力和道德标准，

X 是根据村情设置的特色专项能力 ）选
拔标准清单，坚持政治标准首位制，重点
关注是否能坚决扛牢政治责任， 关注在
防汛防滑、 重大项目建设等任务中的现
实表现；突出治理能力，注重选拔熟悉村
情、善做群众工作、能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的优秀人才，重点关注在矛盾调解、活动
组织、应急处突中的现实表现；强化道德
标准，通过邻里走访、道德评议等方式 ，
确保人选品行端正、群众公认；关注特色
发展能力， 针对旅游村重点考察优秀人
才在旅游营销、 民宿管理等方面的专业
技能， 针对产业特色村重点考察优秀人
才在农产品电商、 合作社运营等方面的
能力， 针对社区治理侧重考察优秀人才
在社会组织协调、 物业管理等方面的能
力。

硬措施培养一批。 实战练兵强筋骨，

在城市社区依托网格党支部阵地， 安排
后备干部担任网格党支部委员， 定期召
开网格群众会议，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
重点提升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群众服务
能力；在农村党支部，重点安排后备干部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和农业产业发
展， 负责施工监督、 群众动员等具体任
务。 精准培训补短板，对接县委组织部、
县委政法委、 农业农村局等 8 个县级部
门，按需点单，今年累计组织村后备干部
参加专题培训 3 期， 开展村党支部书记
及“两委”培训 2 场，持续推动能力素质
提升。

岚皋城关镇“三个一批”锻造过硬干部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