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 1名个人获全省“2024年度法治人物”
1个项目获全省“2024年度法治事件”

7 月 10 日，位于汉滨区建民街道的安康天瑞塬生态农业产业园，千亩智慧大棚如银色波浪绵延秦巴山间。 这里以“支部联
建+科技赋能”为核心，构建蔬菜全产业链，带动 64 个村增收。

刘宗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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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推动安康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给田华等 8 位艺术家回
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大家的
来信，不禁想起你们参与创作的那些
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 长期以来，你
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

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
银幕形象 ， 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
忆。

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 ，希望你
们继续在崇德尚艺上作表率，带动广
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
活沃土 ， 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
神 、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为繁

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作出
新贡献。

近日 ，田华 、王心刚 、张良 、陶玉
玲、肖桂云、潘虹、宋晓英、陈道明等 8
位电影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的情
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电影事业发展、
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报讯 （记者 艾蓓）7 月 11
日， 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 ，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重要指示， 传达学习中省有
关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
相关文件，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高晶华主持会议。 市
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莲出
席会议。

王浩指出，近年来，全市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坚决扛起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使命任务， 各项工作取得
新成效。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守正创新、担当作为，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
展， 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
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强大精神力
量。

王浩强调，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收官之年， 是新一轮精神文
明创建开局之年， 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统筹
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 努力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要弘扬文明
新风，深入推进“弘德安康”建设，
大力实施孝义善举培育工程，扎
实做好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
进典型培树宣传工作， 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争做文明风尚的培
育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要注重
共建共享，坚定战则必胜、创则必
成的信心决心， 加快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持续优化城市生活环境，
着力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 规范
化、人性化水平，不断提高市民文
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推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拧紧责任链
条， 完善工作体系， 夯实基层基
础，打造过硬队伍，奋力开创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市委、市政府秘书长，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吴单 ）7 月 9
日， 全市新型材料产业链链长制
工作推进会在旬阳召开， 分析产
业发展现状，解读技术创新趋势，
深化金融服务对接， 部署重点工
作任务。市长、市新型材料产业链
链长王浩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周
孝斌主持，市政协副主席陈伦富、
市政府秘书长张世波参加。

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省委聚力打好重点产业链
群建设硬仗决策部署， 坚持以链
长制为抓手，细化政策落实，密切
协同配合，聚力攻坚突破，加快推
动新型材料产业从“规模扩张”向

“质量跃升”转变。优化功能布局，
全面整合 “上下游”“左右岸”资
源， 做强园区承载， 突出县域特
色， 畅通市域循环， 加强原料供
应、技术需求、产品销售等对接协
作，构建“核心引领、多极支撑、全
域联动”的产业生态体系。持续补
链强链， 招大引强与培优育新并
举，大力引入新能源、碳基、功能
高分子材料等项目， 发展壮大负
极多孔碳材料等特色优势， 抓好
绿色矿山建设和 “零碳园区”试
点，协同推进填空型、牵引型、循
环型项目补短板强基础。 坚持创
新驱动， 发挥产业链科技创新团

队和各类转化平台作用， 联合高
等院校、 科研机构开展核心技术
攻关，实施“链主企业领航计划”，
加大专精特新和小微企业培育力
度， 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
合。强化要素保障，用好“陕企通”
“重点企业直通车”“产业链主办
行”等机制载体，盘活园区低效土
地和厂房，常态开展政银企对接，
积极抓好人才引育， 主动破解堵
点难题，全面提升服务质效。

会前， 与会人员前往旬阳科
创中心航空材料展馆以及同春电
力、中科纳米、领盛新材料、尧柏
水泥等企业进行现场观摩。

本报讯 （记者 陆青波 张振业
通讯员 徐欢）7 月 11 日，2025 年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
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康。 中
央和省市 16 家媒体记者深入一
线，用镜头和笔记录下秦巴腹地
的发展新气象。

采访团首站来到汉阴经开区
纺织产业园，在智能化高端纱线
纺织车间， 机械臂精准作业，3.5
万锭生产线高速运转。 记者们实
地观摩生产流程，与企业负责人、
一线员工交流，了解这条从原料
加工到成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企业负责人介绍，产业园通过技
术创新带动就业，3.2 亿元投资建
成的标准化厂房，正释放出强劲

动能。
“通过这次采访活动，我看到

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先进产能的
企业在汉阴落地快速发展。 我们
回去以后，要写出汉阴的变化，写
出安康的发展，把陕西更好的气
象展现给全国。 ”新华社陕西分
社记者刘彤在采访中说。

来到位于安康高新区的安康
富硒产品研发中心，记者在实验
室里探寻科研助力富硒产品研发
的“秘密”。在安康乡村振兴空间，
各县（市、区）琳琅满目的特色产
品吸引着记者的目光。 “在汉阴，
我们看到了安康产业发展的鲜活
图景。 智能化高端纱线纺织产业
园里，机械臂在无人车间精准作

业，从原丝到高弹丝再到包芯纱，
完整产业链正重塑陕南纺织产业
格局。 中国富硒产业研究院科普
教育基地则诠释着安康的科研底
蕴。这两个地方一产一研，共同书
写安康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
科研赋能区域发展的生动答卷。”
中国日报社陕西记者站站长秦峰
表示。

从智能纺织到富硒科技，从
产业链升级到乡村振兴空间，采
访团用镜头捕捉到安康以科技
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
动实践。 在秦巴山区，一幅产业
兴、动能足的活力画卷正徐徐展
开。

习近平给田华等 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
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晶华主持会议

全市新型材料产业链
链长制工作推进会召开

2025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
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康

7 月 11 日，走进石泉县城关镇百亩灵芝中药材种植大棚，朵朵灵芝长势喜人。 今年以来，该镇大力实施
“能人兴村”行动，发展灵芝、紫苏、黄精等中药材产业 3000 余亩，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董长松 摄

暑假来临，在紫阳县城关镇青中村手工
茶坊， 带着孩子来体验制茶的游客明显增
多。

“手工茶坊是第四批省级非遗工坊，既
是游客体验、打卡的景点，也是‘贡茶毛尖’
的生产厂区。 ”村党支部书记冉维富介绍，青
中村手工茶坊投入运营两个月以来，共接待
游客一千余人次，带动茶叶销售 15 万元。

近年来， 紫阳县通过强化基地建设、开
拓消费市场、鼓励创意创新等举措推动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使老产业迸发新活力，“土特
产”变身“潮商品”，茶叶年综合产值超 70 亿
元。今年 5 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25 胡润中
国茶业百强县》,紫阳县位列百强县 39 位,在
陕西上榜的 6 县区中排名第一。

提质增效蓄新力

紫阳县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吴祥平打开
手机软件，10 公里外的营梁村魔芋包茶园实
时数据便尽在掌握之中。

营梁村位于“陕甘茶马古道”景区核心
区域，有颇具秦巴地域特色的山地茶园。 “这
些茶园为数百户茶农所有， 病虫害监测、防
治的难度很大。 ”吴祥平介绍，中国建设银行
投资 48 万元援建了一套物联网系统， 可远
程查看空气质量、土壤墒情等信息。 “如果需
要浇水、修剪、防虫，我们会及时通知村委会
和茶农，这在抗旱减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吴祥平说。

近年来，紫阳县强化科技赋能，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等开展技术合作，建成科创平台 21 个，培育
“科学家+工程师”队伍 5 个、专家工作站 8
个，通过传感器、云通信、云计算等科技手段
建设高效示范基地，以优化生产模式、实施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措施加快低产低效茶园
改造，提高茶叶生产质效。

“紫阳县注重强化茶产业链条建设，将茶
农、茶企紧紧凝聚在产业链上，通过龙头带动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紫阳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曾健说，该县强化茶叶企业运营管理、产业
技术、品牌建设、技术标准等方面指导，构建
具有紫阳特色的现代茶产业加工链， 培育茶
厂 445 家，其中全国茶业百强茶企 2 家、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 聚焦规模较大、
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聚力培育成
长为“领头雁”，推行“龙头企业+标准输出+产
品订单+初制加工厂+渠道共享”模式，引导龙
头企业领衔上下游同类主体形成产业联盟，
组建高效的专业性产业集群， 培育产业联合
体，升级茶叶生产组织形式。 2024 年，全县茶
叶年产量 1.28 万吨，年产值 35.5 亿元，综合
产值超 70 亿元。

内外发力拓新路

7 月 3 日， 紫阳县茶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聂旺、紫阳县茶研所所长游新才分别带领技
术人员，来到茶叶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指导。

“你看这款茶， 香味和品相还能进一步
提升，需要对烘干设备进行改进。 ”在紫阳县
晚春茶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刚生产出来
的红茶提出了建议。

去冬今春持续干旱，紫阳县春茶生产受
到影响。 紫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茶农增
收和茶叶产业发展，将夏秋茶生产计划调整
为 3000 吨以上，这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县农
业农村局立即研究制定夏秋茶增产增收方
案， 组织茶叶专家到镇村开展茶园管理、茶
叶加工技术培训，出台红茶、白茶、硒香茶、
金橘茶、黑茶等夏秋茶增产方案，并落实相
关领导和技术人员分片包抓、稳步推进。

在安康闽秦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茶叶
基地，村民龚孝国正在采摘夏茶。 龚孝国说，
从采春茶到采夏茶，他在这里已挣了 1 万余
元的务工收入。

“春茶生产结束后，我们只停了两天，就
开始生产夏茶。 ”据该公司负责人陈宝莹介
绍，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公司已生产
夏茶 5000 余斤，产值 150 余万元。

当技术人员巡回指导夏茶生产的同时，
在西安市未央区，由紫阳县茶业发展中心主
任朱棋带领的销售团队，正在小区设点宣传
推介紫阳富硒茶。

（下转四版）

茶 香 溢 满 产 业 链
———紫阳县推进富硒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通讯员 黄志顺 柯增伟

本报讯 （通讯员 丁洁） 日前， 陕西省
“2024 年度法治人物”暨“2024 年度法治事
件”发布仪式在西安市举行。 岚皋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张树峰获陕西省 “2024 年度
法治人物”，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三市
协同立法助力陕南民歌保护发展”项目获陕
西省“2024 年度法治事件”。

张树峰现任岚皋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 从检 30
年，他一直扎根基层办案一线，先后从事反
贪侦查、渎职侵权检察、刑事批捕、起诉工作
以及刑罚执行、未成年检察等工作。工作中，

他坚持勤奋和实干，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
服务和耐心彰显一心为民的初心使命，先后
获“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陕西基层检
察官”“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模范检
察官”等荣誉称号。 2025 年 4 月，他获评“全
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近年来，安康市人大常委会聚焦地域文
化发展“小切口”，协同汉中、商洛对陕南民
歌开展地方立法，开创全省民歌保护立法先
河。 过去一年，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指
导下， 陕南民歌立法协作专班深入汉中、安
康、商洛三市近十个县区实地调研、走访基

层文化工作者和民歌艺术家，力求立法精准
有效， 瞄准民歌发展困境和市域战略定位，
通过资源普查抢救、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演
出交流等制度设计，保障陕南民歌得到长久
保护、有效传承、创新发展，助力提升陕南文
化影响力。 《安康市陕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
条例》 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经陕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批准，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该
条例的颁布， 扩大了陕南民歌文化的影响
力，提高了陕南地区美誉度，为陕南地区特
色文化发展提供法律指引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