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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岐黄薪火，弘扬国医精髓。10 月
28 至 29 日，一场融合了古韵今风，以传承
中医文化精髓、点亮健康幸福生活为主题
的“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丹凤县中医医院门
口启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中医药爱好者
前来逛街、打卡，共同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

华灯初上，丹凤县城东金山路药香四
溢、人潮涌动，一场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夜市活动拉开了帷幕。全县知名中医专家
在此“摆摊”，为群众开展义诊。璀璨灯光
下，一缕缕药香、一杯杯茶饮，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大家纷纷排起长队，体验中医免
费诊疗服务。

此次活动汇聚了丹凤县特色中医科室
的专家力量。活动现场分为义诊区、中医

特色体验区、中医药品展示区、中医养生保
健区。广大居民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到这
里，来到中医药文化夜市的各个展示区，感
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中医药专家健康义诊区，由名老中
医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免费为群众把脉
问诊，并提供养生保健指导。专家义诊
团 队 认 真 听 取 每 一 位 群 众 的 需 求 和 症
状，针对不同体质和病症，提出了合理的
诊疗建议和科学的用药指导，给出了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特色体验区，通
过居民现场体验刮痧、中药涂擦、穴位贴
敷、艾灸、雷火灸、针灸、推拿等多种中医
诊疗项目，引导群众关注自己的身体健
康，倡导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提升群众
健康素养。

在中药材展示区，设立了中药材咨询
台，展示着常见中药材，介绍其功效、用途
和鉴别方法，为市民解答中药材相关问
题。中医药文化不仅体现在药材的运用
上，更融入了日常的饮食之中，在药食同源
产品品鉴区，以中药材为原料制作的酸枣
仁茯苓茶和茅根雪梨茶，兼顾口味和养生，
颇受市民朋友的青睐。

“吃过晩饭跟家人出来散步，遇见中
医院举办中医夜市活动，自己去喝了一杯
中药茶，让医生现场给把腰椎推拿按摩了
一下，感觉全身都舒服多啦。这个活动搞
得好，希望以后多举办些这样的活动，让
大家都来感受一下中医的魅力。”市民李
桂玲在体验完中医药文化夜市后不禁竖
起了大拇指。

中医药文化夜市的举办，使广大市民
和中医药爱好者在休闲漫步时，就能享受
到简便廉验的中医药保健服务，能够更好
地了解中医药，体验中医特色疗法，感受中
医药魅力，让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基层，惠
及群众，切实做到为广大群众身心健康保
驾护航。

丹凤县中医医院党支部书记陈文武
表示：“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人
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与风采，营
造知中医、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良好
氛围，为群众带来专业、实用的健康养生
知识科普，呈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中医药文化典范，让人民群众在‘中草药、
中药茶’的中医药体验上，获得更多幸福
感和满意度。”

中医“进夜市” 摆摊“送健康”
本报通讯员 淡永鸿 罗 静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桂林）10 月 30 日，商南县
医院组织开展“汇聚团结正能量 无偿献血传爱心”
主题献血活动，24 名医务工作者献血 7800 毫升，有
力保障了我市临床血液供应。

活动现场，商南县医院的职工统一身着红色志愿
服，在院领导的带动下，他们排着整齐的长队，按照献
血流程填表、验血、采血，整个献血过程井然有序，一
股股承载着爱心的血液缓缓流入采血袋，为急需用血

的患者送去“及时雨”。
“作为医务工作者，大家都深知血液对患者的

重 要 性 ，每 一 滴 鲜 血 都 可 能 成 为 挽 救 生 命 的 关
键 。”参 加 献 血 的 医 护 人 员 纷
纷表示，通过捐献自己的血液
可 以 帮 助 那 些 急 需 救 治 的 病
人 ，是 一 项 善 举 ，也 是 每 个 公
民应尽的义务。

商南县医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慧婷）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和环评工作质量，提高环评审批服务效能，今年以来，市
生态环境局山阳县分局主动服务，深入项目建设现场，逐一进行
实地勘查工作，确保建设项目的落地。

山阳县分局对照企业报送环评材料，详细调查分析企业
现状、项目建设状况、污染环节以及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的规
划设计情况，并重点关注建设项目周边环境及敏感目标情
况，提醒企业切实担起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项目环
境管理，高标准落实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在勘查过程中
对企业进行环保法律法规知识普及，提示企业依法履行环评
手续，避免“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发生，帮助企业加深办理
环评的认识程度，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底线。与企业
相关负责人深入沟通交流，就企业在环评工作中遇到的环境
影响评价、排污许可手续及后续生态环境日常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耐心地逐一答疑解惑，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帮助企业
提升环评工作质量。

山 阳 提 升 环 评

审 批 服 务 能 力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不断夯实
校园及校园周边安全监管责任，强化教育宣传引导，筑牢校园
安全防线。

商南县持续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投入
695.5万元，为全县中小学、幼儿园配备专兼职安保人员 207名；
补充设置校园周边警示提醒标志、斑马线、减速带等设施，添加
完善校门口硬质防冲撞隔离设备 90 多套，600 多名家长志愿者
组建了 52 个“爱心家长护学岗”，校园安全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实现学校封闭管理、一键报警、监控视频、保安配备 4 个 100%。
严格落实心理问题学生管控机制，开展防意外伤害、防食物中
毒、防拥挤踩踏、防交通事故等“十防”安全教育。全面开展预防
溺水工作，做到不漏校、不漏人。聘请法治副校长 50名，建立公
安驻校警务室 52个。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学生普法宣
传中的作用，达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
会”的效果。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开展校园
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重点对食品、交通、治安、有害书
籍等涉及师生安全的问题进行了整治。重点围绕防欺凌、防交
通安全意外伤害、防性侵等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治理，开展联合执
法 10次。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防汛、防溺水等隐患排查，落实安
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带值班和安全隐患日排查日报告制度，
推行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制度，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快速有效解决
安全问题。

商 南 加 强 校 园

周 边 安 全 监 管

为营造安全、卫生、有序的教育教学环境，扎实有序开
展“护苗”工作，连日来，洛南县巡检镇积极开展校园及周
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护航学生健康成长，努力构建

“平安校园”。 （本报通讯员 魏 薇 摄）

“ 我 不 能 让 花 灯 手 艺 在 我 这 里 断
了 ……”这是在采访商州花灯手艺传承人
雷美丽时，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莲花、螃蟹、龙、狮子、熊猫、兔子……
10 月 29 日，当一进入到雷美丽家里，便被
五彩斑斓的花灯作品所吸引。“每次制作花
灯造型，都是先打好基础的花灯底版，再根
据情况制成能够活动的花灯版式，就像这
个螃蟹灯，连接后简单操作就能动起来
了。”雷美丽一边拿起会活动的螃蟹灯，一
边对笔者说。

据了解，雷美丽今年 60 岁，是商州花
灯制作手艺的第三代传人，受家庭和周围

环境的影响，花灯在她的心里占据着很重
要的地位。

据雷美丽介绍，自己的祖母精通剪纸、
刺绣、花灯的技艺，其制作的莲花灯在商州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祖母和母亲的熏陶
下，自己从小就跟着学习制作花灯。

“这正在制作的娃娃花灯，是我按照祖
母曾经的模板制作的，很可惜没有学到祖
母更多精巧的绝活，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花
灯手艺传承好。”雷美丽拿起抱团的娃娃形
状的花灯说。

在制作花灯的过程中，雷美丽努力还
原记忆里祖母制作莲花灯的步骤，从花瓣

的折、夹、揉、捏、点染，再一步步到成品，每
一道工序都毫不马虎。

“传统手工花灯制作工序其实很多，不
管是莲花灯还是其他灯都是需要经过准备
材料、做花灯骨架、糊骨架、做花瓣等一道
道繁琐细小的工艺，最终才能凝结成各式
各样的花灯，像这条龙形花灯当时就做了
快半年时间才完成。”

为了制作出龙、狮子等复杂的花灯作
品，几十年来，雷美丽没少埋头熬夜制作，
长时间身体也落下不少毛病，但坚持传承
花灯手艺的念头从未在她心里打消。

“我对花灯很有感情”，这一点，在和雷

美丽对话时就能深刻感受到，她说：“那是
传承在我骨子里的东西。”

雷美丽作为商洛市商州区守护省级非
遗名录项目商州花灯的手艺传承人，多年
来她制作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花灯作品，记
录着制作心血和技艺传承。在雷美丽看
来，花灯手艺的传承依旧任重道远，她介
绍：“制作花灯是咱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
文化传统，传承了几代人，不能在我这儿断
了，现在我的儿子也逐渐上手帮我了，也就
意味着花灯手艺的传递，希望以后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喜爱并关注传统手艺，将我们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传承花灯手艺 扮靓美好生活
本报通讯员 管箫 唐乾

“老李退‘保’了，听说李老头主动
放弃低保了……”一段时间，在柞水县
凤凰镇龙潭村，现年 80 岁的李世全主
动提出退出低保的事，成为村民茶余
饭后的热门话题。

1996 年 5 月，李世全 36 岁的儿子
因白血病过世，十天之后，老李 60 岁
的老伴因脑出血也过世。面对亲人的
相继离世，家里只剩他和年仅 7 岁的
孙女相依为命。当时，村上考虑老李
的实际困难，就给他家纳入低保户。

这低保一吃就是 20多年。今年 8
月，柞水县纪委监委驻村队员小王在
走访老李家时，老人突然拉住小王的
手，激动地告诉他自己要放弃低保，小
王惊愕地询问原因，原来老人的孙女
进入外地一家银行上班了。

“国家、村上照顾我们爷孙多年，
房子也给危改了，连娃娃上学的钱也
是一些部门帮忙争取的，现在娃找到
工作了，我不能吃‘两头’，我要退出低
保。”老李大声地说道。

“这可是一千多块钱呀，你年龄
大身体也不太好，孙女也才参加工
作，还有人情礼往，以后你不过了吗？你再好好想想，我要回
去了。”说完，小王含着泪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老李便来到村上的便民服务大厅，要求退出低
保。村上工作人员按照相关政策，给其办理。不久，柞水县的文
件下来了，老李成为村里第一个主动退出低保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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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畔纠纷吵得不可开交、因财产争议剑拔弩张、因家庭
琐事夫妻反目……在商州区刘湾街道紫荆村，每当这些事
情发生，村干部和群众都说：“快叫老支书来。”老支书一到
场，三两下子，就说的当事双方都低下了头，矛盾纠纷也迎
刃而解。他就是紫荆村监委会委员、人民调解员杨新勇。

初见杨新勇，他中等个子，一脸清瘦，眉宇间透着
和善和刚毅。

杨新勇今年68岁，在村里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支书、老
党员。他于1977年到青海当兵6年，复员后回到村里，担
任村干部20多年。为了让年轻人早上位子、早有担当，他
主动从村党支部书记位子上退下来，扶助青年干部进村委
会任职，自己当个不拿报酬的村监委会委员，继续为村里
出力流汗，把工作重点放在人民调解上，为村委会减负。

2023 年冬，村里一位老人因两个儿子都不愿意
为他养老，闹起了矛盾。老杨知道后，通过调查了解，
得知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其 3 个女儿远嫁新疆，两

个儿子因各种原因不愿意为老人养老。杨新勇苦口
婆心地对其两个儿子进行劝导，最终和其二儿子达成
一致意见，同意赡养老人。

无独有偶，村里一位老人去世了，其大儿子在城里
一家企业工作，因老人遗留房屋继承问题和二儿子大打
出手，把去世老人放在家里无法安葬。杨新勇得知消息
后，和村干部一块去调解，他们从下午 5点劝解到晚上
10点，最后逝者的二儿子答应将他父亲留下来的房子
给老大一间，化解了遗产纠纷，老人得以安葬。

从 2015 年至今，杨新勇参与调解各类民事纠纷
460 多起，做到了民事纠纷不出村。在他的带动下，
村干部也非常团结，遇到事情都民主商议，并向村民
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有老杨参与村子事务调解，村委会工作就顺利
多了，并且他不拿一分钱的报酬，为我们村干部树立
了榜样。”紫荆村党支部书记辛明明说。

热心民事调解的老党员
本报记者 贾书章 南 玺

连日来，天气逐渐变冷，但在洛南
县巡检镇的田野间却是一片金黄，曾经
的撂荒地经过精心整治和辛勤耕耘，如
今迎来了“大丰收”，广袤田野上，处处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成为当地乡村振兴
道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过去，由于劳动力外出、农业生产
效益不高等原因，巡检镇部分土地逐渐
撂荒，杂草丛生，土地资源闲置，令人惋
惜。近年来，巡检镇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大力推进撂荒地整治工作，将盘活
撂荒地资源作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
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为了让撂荒地重新焕发生机，巡检
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方
面，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鼓励农民和农
业企业积极参与撂荒地的复耕复种，通
过自发管护、流转给能人大户管护以及
兜底管护等方式，对全镇的撂荒地进行
了资源整合。另一方面，积极提供技术
支持，邀请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站资深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解玉米和
大豆的种植技术，从选种、播种到田间
管理，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提高了农作
物的产量和质量。

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年巡检镇撂荒
地种植的玉米和大豆长势喜人。在丰
收的田野里，一株株玉米秆挺拔粗壮，
玉米棒子颗粒饱满、金黄耀眼；大豆植
株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豆荚，仿佛在向人

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据初步统计，今年的玉米和大豆产量较
往年有了大幅提升，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当地的农民们看着丰收的庄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当地群众庞二龙感慨地说：“以前这些地荒着，心里很不是滋
味。现在好了，经过整治，土地又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能种出这
么好的庄稼，我们的日子也有了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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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杜 婷）寒露节气后，随着气温逐渐转冷，
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始终牵挂着商州民进会员的心。10 月 26 日，
一辆满载着 100 床爱心棉被的车辆前往杨斜镇最偏远的海棠岔
村，为受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党和国家的政策真是太好了，每年还没立冬，就开始牵挂我
们，给我们送温暖来了，感谢你们……”前来领取棉被的海棠岔村
村民高兴地说。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群众目前正需要保暖物资，你们拿来的
这被子摸着绵软，可以暖暖和和地过冬了。”海棠岔村党支部书记
吴志文感慨地说。

冬季取暖是民生大事，更是民心大事。民进商州总支在中共
区委统战部的安排下，提早准备，通过与杨斜镇沟通对接，了解到
海棠岔村安全温暖越冬方面的实际困难，组织会员捐款近万元购
置暖心棉被，在寒冬到来之前送到群众手中。接下来，商州民进将
持续聚焦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为困难
群众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服务和帮助，确保他们温暖过冬、
安全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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