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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波 雅 戈 尔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商 洛 万 达 专

卖 店 的 原 法 人 私 章（鱼 建 伟）丢 失 ，防 伪 码 为

6110020048075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商 南 县 青 山 镇 王 家 炎 的《集

体 土 地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证》丢 失 ，证 号 为 商 集 建

（1991）字第 132006 号，声明作废。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刘 湾 街 道 办 事 处 张

泽 航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为

L610587681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丹 凤 县 庾 岭 镇 范 海 军 不 慎 将 南 阳

市 伟 城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丹 凤 分 公 司 开 具 的 江 岸 龙

居 B 区 10 号 楼 一 单 元 1003 号 房 的 购 房 收 据 丢

失 ，收 据 凭 证 号 为 1108244，金 额 为 40000 元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窑 头 巷 四 组 程 思 远

不 慎 将 1 份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房 屋 坐 落 于 商 州 西 路

商 郡 城 小 区 5-2-1002，合 同 编 号 为 YS0018647，

声 明 作 废 。

●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山 阳 县 十 里 铺 街 道 办 事

处 王 辉 的 房 产 证 丢 失 , 房 屋 坐 落 于 北 大 街 西

段 汽 车 站 对 面 赵 有 军 住 宅 楼 六 楼 南 套 ，产 权

证 号 为 20100256006239 号 ，面 积 为 132.30㎡ ，

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本报讯 （通讯员 郭乾琪）今年以
来，商州区民政局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完善
服务体系，以“六个狠抓”为突破点，不断推
进全区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规范化创
建工作，有力有效地保障儿童乐享童年、未
成年人向阳而生。

狠 抓 体 系 建 设 ，搭 好 规 范“ 主 框
架”。成立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规
范 化 创 建 工 作 专 班 ，积 极 走 村 入 户 ，从

“小切口”入手，挖掘儿童福利和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亮点和存在问题，确保工
作开展实效。采取集中学习、腾讯会议
等方式，丰富儿童工作人才队伍培训载
体和方法，做到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培
训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儿童福利和未成

年人保护基础体系建设。
狠抓建档立卡，涂好关爱“色彩卡”。

对商州区范围内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数
量、规模、分布区域、结构状况等情况进行
摸底排查，开展综合评估，实行“四色管
理”，分色、分级、分类建档立卡。

狠 抓 信 息 管 理 ，建 好 数 据“ 互 联
网”。推行信息精准化管理，选强配优信
息 系 统 管 理 和 操 作 人 员 。 摸 排 更 新 数
据，分类建立服务对象基本台账，做到信
息实时更新。开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
统数据与实际服务保障数据比对工作，
确保线上线下数据一致，做到数据统一、
真实、完整、准确。

狠抓服务保障，守好资金“钱袋子”。
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医保政策及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保障制度衔接工
作，及时、准确录入各项补贴资金到惠农
发放系统，确保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的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截至目
前，全区共有孤儿 58 人，发放孤儿基本生
活费 52.6 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59 人，
发 放 事 实 无 人 抚 养 儿 童 生 活 补 助 金
28.6153 万元。

狠抓舆论引导，唱好宣传“主旋律”。
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高儿童
福利政策的宣传覆盖率、知晓率、参与率。
注重收集工作亮点，传递社会正能量，扩大

社会影响力，引导更多优秀社会力量参与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狠抓资金监管，架好廉政“高压线”。
建立资金监管长效机制，定期开展督查自
查。规范资金使用程序，坚持“专款专用、
重点使用”原则，确保“一卡通”补贴资金
按月足额发放，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挤占
挪用等情况。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儿
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事业是体现民生温
度的重要工作。商州区民政局将以真抓实
干、拼搏奋进的精神，兜住兜牢特殊困难儿
童保障民生底线，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让广大少年儿童沐浴在党的阳光下，
在祖国大家庭健康茁壮成长。

商州推进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规范化创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谢云涛）“ 作 为 去 年 才 招 录 上 的 县

级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我将用我在这次培训班所学到的知
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一展身手！”近日，镇安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年轻干部、派驻西口回族镇石门村工作队员王嘉
毅对于未来两年的驻村工作充满期待。

为扎实做好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和持续选派工作，全
面 提 升 驻 村 帮 扶 工 作 质 效 ，镇 安 县 于 8 月 24 日 至 26 日 对
省 、市 、县 选 派 到 镇 安 的 412 名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和 工 作 队 员
开展全员轮训。

镇安县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科学设
计培训课程内容，优化培训方案。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县财
政、民政、人社、科教、医保、卫健、住建等部门相关同志分别围绕
驻村管理、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兜底保障、就业创业、教育帮扶、
医疗保障、住房安全、安全饮水、产业扶贫、易地搬迁及防返贫监
测等内容展开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地讲授和培训，为全体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教方法、解难题、释疑惑，着力帮助驻村干部
厘清思路、熟悉政策、把握重点、找准方向，不断提高驻村工作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战能力。

镇 安 培 训 驻 村 工 作 队 员

本报讯 （通讯员 廖娟 高伟）秋季开学在即，为进一步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8月 22日，洛南县委宣传部组织县文化执法
大队、县科教体局等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学校周边书店、影院、出
版物经营单位及印刷企业进行专项检查整治。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城区西街小学和第二小学附近的文乐
书城、世纪华联超市、爱好文具店、新华书店等场所进行重点
检查，对书店内销售的各类图书及教辅资料进行甄别查验，检
查印刷企业承印管理五项制度落实情况；对中影星美国际影
城规范售票、影厅巡查及安全设施进行现场查看；对在检查中
发现的超范围经营行为进行现场批评教育，督促其立即整改，
做到合法规范经营。

在专项检查整治中，工作人员注重宣传省市关于出版
物行业最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检查经营单位措
施落实情况、经营许可证是否过期、各类教辅资料及出版物
是否有正规进货渠道、图书进货票据是否妥善保存等，重点
检查是否存在违规销售低俗、色情、暴力等危害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违法行为，在影院重点检查消防应急演练及职工培
训是否开展、安全设施是否配足、能否正常使用及影前消防
公益宣传情况，确保影院放映安全有序；督促经营单位提高
思想认识，加强自身规范经营和诚信建设，对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认真自查、及时整改，切实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秩序，精
心“护苗”健康成长。

洛南检查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近年来，商南县积极实施“中华
诗词之乡”创建工作，开展诗词文化进景区活动，金丝峡 5A 级
景区深入挖掘景区文化内涵，举办精品活动，丰富诗词元素，彰
显地域文化特色，取得显著成效。

金丝峡景区管委会制定了《金丝峡景区创建中华诗教先进
单位实施方案》，策划开展了中国秦岭金丝峡网络兰花节、紫荆
节、金丝峡端午欢乐游、“缘起奇峡·情定七夕”等节日主题诗词
创作采风活动。用诗、词、书、画、意、景等方式宣传金丝峡，营造
浓郁创作氛围。在景区内外、游步道旁、廊桥亭台，镌刻了一批
历代文人的诗词名句和反映金丝峡发展的文化故事，不断丰富
景区诗词元素，将景点历史、生态环境、地方人文等融为一体，为
景区增添文化意境。常态化组织广大会员和诗词作家到金丝峡
采风创作，累计征集诗词作品 700多篇。先后汇编了《走进金丝
峡》《金丝峡旅游知识荟萃》等作品集，协助编审印发了《商南诗
词》《金丝峡记忆》等诗集文集。

商 南 丰 富 景 区 诗 词 元 素

本报讯 （通讯员 詹诗涛 戴卓言）
“这些大学生们准备充分，讲解细致，让我
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小知识，以后要经
常搞一些这样的活动。”柞水县下梁镇金
盆村村民李武英激动地说。

8 月 22 日，柞水县下梁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联合南京大学秦麓赤风暑期实践
队，深入下梁镇老庵寺村、新合村、金盆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乡村院落汇”
趣味科普宣讲专题活动。

“您知道哪些夏季安全常识？”“您知
道 如 何 预 防 电 信 诈 骗 吗 ？”“ 这 个 我 知
道”……一个个问题，一声声抢答，一阵阵
欢笑，将活动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丰富的案例、生动的语言，让活动趣味
性十足。实践队队员们通过简洁的目录图
画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介绍了观云
识天气、太阳能在农村生活中的运用、农村
淘宝购物、夏季安全常识，电信诈骗预防等
内容，提高了村民生产生活技巧、防电信诈
骗意识；急救措施现场演示和有奖问答等
环节，让村民详细了解相关事故预防知识，
从源头上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群众的积极配合，让我紧张的情绪
瞬间缓解了，这比我想象中的效果好多
了！”实践队队员张梓轩开心地说。

近年来，下梁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定期开展“1+1 乡村院落汇”，采取多样
化的服务形式，引导广大村民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摒弃陋习，提升疾病预防和安全自救能力，形
成讲文明树新风良好氛围，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

“此次活动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深入基层了解农村现
状的社会实践平台，也帮助广大村民接触了新知识新思想，
更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方式。”下梁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所
长方海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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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詹 璠）“学会了！学会了！老师
手把手教了一遍，这下全懂了！”近日，在参加完茶叶种植技
术田间课堂后，商南县试马镇种植户杨淑英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农技水平，培育有文化懂技术的新
型农民，近期，商南县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园区、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技术优势，有效整合农业技术人
才资源，立足本地产业发展实际，把田间课堂开办到农田一
线、庭院村落、产业基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学习阵地”。

田间课堂邀请省市农业专家、技术人才、种植大户、
致富能手等面对面讲、手把手教、点对点解，通过全方位
的沉浸式教学，将科技知识普及在一线、农业新技术推广
在一线、村民生产难题解决在一线，实现了农民教育培训
与农业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打造懂技术、会管理、善
经营的“新农人”队伍，蓄力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截至目前，商南县已培育认定农民“田间学校”10 家，
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开展农村实用技术、产业科学
技术培训 55（期）次，培育“土专家”“田秀才”新型职业农民
2130 人。其中，15 名学员领办创办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 9
个，4 名学员创办示范家庭农场 6 个，5 个品牌获省级“无公
害农产品”认定。

田间课堂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曹文宏 党营章）
近年来，柞水县将“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创建和“法律明白人”培养两项工作作为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有效抓手，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
质量创建，切实打牢法治乡村建设基础，有
效提升全县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建立健全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
牵头抓总、县司法局组织实施、各成员单
位具体推进的工作机制，成立“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创建和“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作领导小组 10 个、工作专班 20 个，确
保各项工作有力高效开展。将两项工作
纳入法治柞水建设“两规划一方案”，纳入
全县各级各部门党政班子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内容，全面压紧夯
实各级责任。把两项工作作为全面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

载体，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动员宣传，引导
群众广泛支持、主动参与。

全 面 推 行“ 党 建 +法 治 ”模 式 ，规 范
“建设一个法治型基层组织、搭建一个法
律服务平台、创建一个普法宣教机制、建
立一套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一套村规民
约、培育一批法律明白人”的“六个一”标
准，形成党建引领法治、法治促进自治、自
治促进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制定了五
类 24 条创建标准，细化形成柞水县“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任务清单，
印 制 柞 水 县“ 法 律 明 白 人 ”工 作 纪 实 手
册。建立两项工作跟踪考评机制和动态
调整机制，做到创建工作清单化、跟踪考
核制度化、日常管理精细化。坚持示范点
抓巩固提升、一般村（社区）抓培育提升，
先后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
个、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6 个、全

县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2 个，切实做
到示范创建和培养工作两手抓、两促进。

深入开展“送法镇村行”法律志愿服务
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微柞水”

“柞水司法”等微信公众号开展线上普法教
育，指导各村（社区）建设法治文化墙等阵
地 220 个，促进法治文化向基层、向群众延
伸。落实“四步十二关”“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作机制，共培养“法律明白人”947 名、

“学法用法”示范户 1279 户、法治带头人
791 人，评选县级优秀“法律明白人”190
名、省市优秀“法律明白人”20 名，以典型
引领推动形成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建立
82 个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站，精心选派
13 名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法律顾
问，参与村务管理，审核村规民约、协调解
决各类涉法事项，为助推民主法治示范创
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 民 主 法 治 示 范 村（社 区）”推 进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夯实法治乡村建设
基 础 ，打 造 法 治 小 区 5 个 ，建 立 爱 心 超
市 82 家 ，治 理“ 三 无 ”小 区 30 个 ，解 决
社区管理问题 36 个。2022 年以来共办
理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 27 件，妇女、老
人、残疾人维权法律援助 17 件，未成年
人 维 权 法 律 援 助 15 件 ，办 理 法 律 援 助
公 证 事 项 5 件 。 建 立“ 党 建 引 领 网 格
化 +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体 系 ，组 建 各 类 调
解组织 572 个，“法律明白人”积极参与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化解工作，2022
年 以 来 共 排 查
调 处 矛 盾 纠 纷
851 件 ，群 众 安
全 感 、满 意 度
持续提升。

柞水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连日来，在线上的微信朋友圈、抖音平台，在线下的
商场、影院，以及社区举办的活动中，充满了与七夕主题
相关的浪漫色彩。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七夕节等
传统节日成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好契机，也收获了越来越
多的年轻粉丝。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节奏加快，传
统文化逐渐被遗忘或淡化。但近年来，年轻人通过参与
七夕节等传统佳节的庆祝活动，重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
美好价值，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这种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重新关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和情感的追求。

首先，传统佳节能够滋养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浪漫与
幸福的向往。七夕节作为一个充满着爱情和美好祝福
的节日，激发了年轻人内心深处对于真爱与幸福生活的
渴望。无论是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自己的七夕愿望，还是
在影院里观赏经典爱情电影，都让年轻人感受到了爱情
与浪漫所带来的美好感觉。

其次，弘扬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
信心。中国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些传统佳节中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智慧。年轻人通过参与庆祝活
动，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因

此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此外，传统佳节的庆祝活动也为年轻人提供了展

示创意和才华的平台。在微信朋友圈创作有趣的七
夕故事、在抖音平台上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年轻人
通过这些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创
新。这不仅让他们能够展现个性与才华，还为传统文
化注入了新鲜活力。

然而，虽然年轻人对传统佳节的热爱和参与度有所
提升，但也需要警惕商业化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商家
过度营销、消费主义思潮等都可能使传统佳节失去原本
纯粹的意义。因此，在庆祝活动中要注重保持其本真性，
让年轻人真正领略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美好。

以七夕节为“引”，通过庆祝活动和创意表达，让
年轻人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通过现代媒
体平台的推广宣传，让传统节
日走进年轻人生活中，并融入
他们的审美和生活方式之中。
让我们期待年轻一代继续将这
份热爱传承下去，让传统文化
在当今社会中绽放出更加灿烂
的光芒。

让 年 轻 人 爱 上 传 统 文 化
张忠德

8月 23 日，经丹凤县朝阳爱心志愿者协会牵线搭桥，西安市未央区长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
来到蔡川镇庵底村看望慰问近 50 名生活困难老人，为他们送去价值 2.7 万多元的秋装、鞋及脸盆、毛
巾、洗发水等物品。 （本报通讯员 刘春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