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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汪 瑛）近日，陕西省公布了首批低碳
近零碳试点名单，全省 13 个县区、8 个园区成功入选，我市商
州区位列其中。

低碳近零碳示范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举措，旨在树立近零碳发展典范，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商州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低碳近零碳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区上成立节能减碳工作领导小组和能耗双控工作专班，将绿色
低碳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形成多部门协同
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低碳发展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生态农
业、循环工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扎实推进，
燃煤削减、集中供热、工业企业节能技改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
产业结构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同时，系统推进城乡建设、交通、
建筑等领域节能降碳工作，全面开展“两岸三线四区”重点区域
造林绿化、重点防护林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21.48万亩，林业碳汇总量持续增加，丹江以及中小河流综合治
理工程扎实推进，河湖湿地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生态碳汇能力持
续巩固提升，连续6年进入国家空气质量达标城市行列，空气负
氧离子含量高，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先后荣获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省
级文明城市、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多项殊荣。

商州入选全省首批低碳近零碳试点县区

近年来，镇安扎实开展“精致镇安”建设，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
市管理提升等城建项目，实现了空间变大、县城变绿、公园变多、道路变畅、河道变清、街巷变净、夜景变美、环境变优
等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极大提高。 （本报通讯员 倪方海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勇）
今年以来，丹凤县以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为主题主线，深化“三联
三促”活动，坚持“抓两头带中
间”思路，使乡村振兴建设不断
取得新实效。

丹 凤 县 围 绕 班 子 建 设 、强
村富民、文明创建、乡村治理、
党员队伍、为民服务等方面，精
心制定村级党组织任期发展规
划 和 年 度 推 进 计 划 ，落 实 情 况
纳入村级党组织书记任期和年
度考核。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和 饮 水 安 全 排 查 提 升 、防 返 贫
动 态 监 测 帮 扶 等 重 点 工 作 ，制
定村级乡村振兴工作规划和年
度计划，压实“四方”责任，强化
过 程 管 理 ，不 断 提 升 巩 固 衔 接
工 作 水 平 。 按 照 集 聚 提 升 类 、
特 色 保 护 类 、城 郊 融 合 类 等 村
庄分类，编制“多规合一”的实
用性村庄规划，实现 85 个有条
件、有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有
效提升发展质量。

丹 凤 县 坚 持 每 村 培 育 1—
2 个主导产业，持续壮大“菌药
果畜酒”等特色产业，创新拓展
产 业 联 合 党 委 发 展 模 式 ，链 接
带 动 龙 头 企 业 和 农 村 合 作 社
665 个 ，培 养 农 村 实 用 人 才
2100 人 、高 素 质 农 民 220 人 ，
大 力 发 展 观 光 农 业 、民 俗 民 宿
等 新 业 态 ，推 进 农 业 产 业“ 四
化 ”提 质 。 实 施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重点扶持、典型培育、消薄培强

“ 三 大 行 动”，落 实 村 集 体 经 济
项目 72 个，力争年底全县 60%
的 村 积 累 达 20 万 元 以 上 。 积
极 发 展 小 产 业 、小 种 植 、小 养
殖 、小 商 贸 、小 加 工 ，改 造 农 村
传 统 小 商 业 、小 门 店 、小 集 市
等 ，建 成“ 五 小 ”示 范 村 12 个 、

“九小设施”36 个，实现农村转
移劳动力就业 5.7 万人。

丹凤县落实河长制林长制
田 长 制 ，持 续 整 治 秦 岭“ 五 乱 ”

问题 23 个，实施丹江流域污染防治项目 21 个，完成造林 7
万亩。实施“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完成改厕 7793 个、土
坯房改造 721 户、危改 129 户，纵深推进 36 个秦岭山水康
养、旅游、宜居示范村建设。加强群众文明新风教育，深入
宣传党的最新创新理论、“三农”政策等，累计举办“乡音党
课”435 场次，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评选“十星级
文明户”“好公婆”“好儿媳”等 1200 余户，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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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宋洁 王刚）
近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贸
促会承办的 2023“一带一路”陕西特色
商品展览会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开幕。商洛市国蜂蜜水、柞水木耳、中医
药品等四大类 40 余种特色产品走进“一
带一路”国家，亮相乌兹别克斯坦。

展会期间，商洛市展区吸引了大量
乌方企业家及观众参观品鉴，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州州长和乌方企业及观众对
商洛特色产品高度赞扬。参展企业主动
与乌方企业进行交流洽谈，积极对接产
品贸易合作，有效拓展了商洛特色产品
的国际市场销售渠道。参加本次展会还
有陕西商丹粮油工业有限公司、陕西金
柞水木耳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香菊药业
集团公司等商洛市重点企业。

期间，商洛市代表团还参观考察了
中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锡尔河州鹏
盛工业园区、圆顶集市等项目，深入了解
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重
点产业、对外贸易及经济发展状况。参
展企业家表示通过参会参展，进一步增
强了开放意识，拓宽了国际视野，看到了
合作商机。

随后几天，在锡尔河州古利斯坦市、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分别举行的中国

（陕西）—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合作对接洽
谈会上，商洛市招商服务中心重点推介
了商洛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历史文
化，还着重推介了商洛的新材料、绿色食
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
零部件等重点产业及招商项目，为下一
步的投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商洛市经
贸企业代表团成员还随省经贸代表团考
察了丝路城阿拉木图海外仓分拨中心，
拜访了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陕西驻哈
萨克斯坦商务总代表处，就下一步开展
境外招商合作进行了对接交流，并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商洛市与乌兹
别克斯坦双方企业将利用“一带一路”陕
西特色商品展览会和本次洽谈会契机，
持续深化务实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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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线装本已由线装书局、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线装书以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的《习近平

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为版本，繁体大字竖排，16 开，

全套 16 册，分装两函。典雅精美的装帧，加上独特的印

制材料和工艺，使该书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韵味，是可供

学习、收藏的珍本书。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

在 201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

作。以富于中国传统特色的线装书形式出版《习近平著

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突出了这部重要著作的文献价

值，丰富了其版本品类，使我国的线装典籍中又增添了一

部重要的当代经典文献。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线装本出版发行

近年来，柞水县坚持党建引领，以“红
色驿站”为载体，打通了服务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最后一公里”，扩大了基层“微治理”
的“朋友圈”，打造出群众身边的“红色服务
圈”，也将党的声音传递到了“街头巷尾”。
一座小小的“红色驿站”，迸发出了惠及民
生的大能量。

增添“红色引擎” 助力业态发展

8 月 25 日，伴随着蒙蒙细雨和机器的
轰鸣声，柞水县通村物流公司内如往常一
样忙碌，工人们在半自动化的流水线上逐

一仔细分拣着包裹，准备发往各个镇办。
2021 年，柞水县依托陕西通村物流快

递有限公司，在此建立了全县首家快递物
流行业党支部。作为全县物流的集散地，
柞水县通村物流公司聚焦内外联通、便捷
高效的标准，探索出“城乡分区布点、枢纽
架线织网、小哥分片配送”的网格化服务模
式。同时，发挥公司党支部的组织优势，整
合了圆通、中通、申通等物流公司，构建起
县、镇、村（社区）三级网络。并打造县级仓
储、配送、分拨、转运和运营中心，建强网格
最后“100 米”快递员“网络末梢”，初步形
成了县域全覆盖的运送网格体系，为柞水
融入大循环格局装上了“红色引擎”。

“我们现在有北线、南线、城区三条线
路，除了加盟的几家物流公司，还和邮政合
作，实现了 9 个镇办的全覆盖。”柞水县通
村物流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治平介绍道。

作为“红色驿站”，柞水县通村物流公

司将党建阵地从办公场所“搬”到了人流集
中的市场，有力延伸了党建工作的“手臂”，
引导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增强党性意识、服务意识，成为拉近
党群关系、凝聚党群力量的共享家园。

负责下梁镇快递业务的沈古明已经在
快递行业工作九年，他兢兢业业，一个人担
负起客户投诉处理、寄递货物等工作，从来
没有抱怨过一次，这样诚恳地对待顾客，也
让投诉率逐年降低。受到柞水县通村物流
公司党支部的党员榜样的影响，今年，沈古
明递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成为一名党员后，我更要以身作则，
不断提升各项服务水平，在自己的岗位发
挥带头作用。”沈古明自豪地说。

倾力“心级保障” 温暖各个群体

休息椅、纯净水、医药箱、充电宝、自

助雨伞……走进下梁镇“红色驿站”，各
类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在此工作的新
业态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充电等开放
式、一站式、共享式暖心服务，收到当地
群众称赞。

“我在这一片送货有两年多了，经常
在外面一跑就是一天，以前为了少上厕
所，水都不敢喝太多，现在有了这个驿站，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还能充电、避
雨，就像有了家一样。”刚充完电的快递员
汪宗宝激动地说。

为了让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
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切实提高快递
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柞水县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在小区党建阵地、快递投送
点等设立“红色驿站”，将其打造成为资源
集聚、功能集成、服务集约的平台，一起营
造“家”的温暖。 （下转2版）

“红色驿站”暖人心 惠及民生“零距离”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见习记者 刘桃李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走进商洛

秦岭山水中的能源之光
小小食用菌 振兴大产业

二
版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持续
推动产业升级提质，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强“茶菌果畜药”传统产业，做大“渔酒菜”新兴产
业。推动茶、食用菌、冷水鱼等产业“种养加、产供销”一
体化发展，争取新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 家、合
作示范社 4 家、产业协会 4 个，建成七碗茶、清洁茶叶加
工等茶叶加工厂 6个。

依托钒硅镁优势资源，培育壮大中钒昌盛等“链主”
企业，推动全链发展。加快天河泥浆、镁材料产业园、万

达制造等征地拆迁和 110KV 变电站建设，切实加快钒
材料、硅材料、镁材料“三大产业园”建设，不断提高园区
的集聚力、承载力和发展力。

提升金丝峡、阳城驿、后湾等 A 级景区旅游要素和
品质。加大政策支持，加快建设进度，高标准规划建设
野奢帐篷营地，丰富旅游业态。建设试马、城关、富水等
茶海民宿集群，打造一批山水田园民宿，常态化开展特
色美食、民歌民谣评选大赛，吸引更多游客来商南旅游
观光、避暑躲霾、康养度假。

商南推动主导产业升级提质

本报讯 （通讯员 闫伟锋）习近平总
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沿黄河各地区要积极探索富
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作为我
市唯一黄河流域县，近年来，洛南县深入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生态建设为基础，着
力发展沟域经济，让昔日穷山沟变成“聚宝
盆”，为巩固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力。

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洛南县把生态
文明理念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在具有历史
文化底蕴的乡村，依托生态资源禀赋，深

度挖掘旧石器文化、河洛文化、儒道文化、
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实施“文化+”农旅融
合等工程，加大康养公寓、康养医院、研学
旅行基地、特色文旅商品、文创产品的建
设开发力度，打造网红打卡地、沿河沿路
景观带，推动生态、产业、康养、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的典型案例。

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洛南县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药王村的千亩烤烟基地
以及小渠社区、桃官坪村一带大棚内的蔬
菜、花卉、食用菌等各具特色、各成品牌。

一季度，位于四皓街道白川社区的岭南生
物科技产业示范园便拿下了国内外市场
1500 万袋菌棒的预订合同，累计往国外发
货 44 万袋，成为沟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沟域内民宿经济、夜间经济、林下经济等
亮点纷呈，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依托的种
植、加工、休闲、康养为一体的产业体系，
带动了农民就业创业、收入增加，实现了
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一方水土富一
方人”的变化。

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洛南县按照产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深度

挖掘沟域康养旅游资源，加快培育康养产
业，大力实施“旅游＋”项目。累计建成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2 个、3A 级景区 5 个、省
级旅游特色名镇 3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1 个、美丽乡村 5 个。瓜果飘香、宜居宜
游的沟域经济带在麻坪镇、景村镇、古城镇
等地火热兴起，景村镇御史村观光采摘园
长期客源不断，城关街道蟒岭绿道在“五
一”假期声名远扬，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地，
具有地域特点的沟域旅游，实现了土地高
效流转，资产有效盘活，群众积极参与，变
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洛 南 大 力 发 展 沟 域 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