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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真开展“学好做实习
近平总书记10·29重要讲话及中
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往职工中走，
往心里做，往实处落”行动，11月
20日，本报融媒体企业行第四站

走进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本报社长、总编辑王琴茹率
领由本报记者、编辑和优秀通讯
员20余人组成的采访团，在参观
陕汽展厅，系统了解陕汽发展历史

后，分别深入到车架、冲压、总装
配等生产环节，采访了工作在一
线的职工和劳模，并与该公司工
会主席同亚莉等领导进行了深
入交流。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融媒体企业行——走进陕汽

本报讯（高振博）笔者 11 月
19日从省财政厅获悉：财政部、
工信部、科技部近日联合下发
通知，陕西航空经济技术开发
区、宝鸡高新区、武功县工业

园区三个开发区获批国家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特色载体。截至
目前，这三个开发区的 2018 年
中央补助资金 7500 万元已下达
到位。

据悉，这三个开发区将充
分发挥区域内的产业布局优
势，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
明的创新创业载体，为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开发区获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特色载体

扶出脱贫致富路 帮出幸福好日子
——延安市安塞区总工会帮扶白台村小记

“安塞区总工会的同志来村
上快四年了，乡亲们钱包鼓了、村
子变美了、生活条件不比城里人
差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
驻 村 工 作 队 同 志 的 热 心 帮
扶！”……初冬的太阳暖烘烘，照
在新修建的广场上，也照在村民
的笑脸上。自 2015年起，延安市
安塞区总工会派业务骨干驻村帮
扶招安镇白台村，现已近四个年
头，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已经“脱胎
换骨”，在 2017年摘掉贫困帽子，
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扑下身子取信于民

招安镇白台村原是省“十三
五”建档立卡贫困村，该村位于安
塞区西北部 50公里处，距招安镇
政府所在地 20 公里，288 户 936
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 户 39
人，其中在册贫困户2户8人。

白台村村民小组较多，相距
较远，村民之间联系少，人心涣
散。工作队刚驻村时，不少村民

发出质疑：肯定是搞形式、做样
子，光景能过成啥算啥，还能沾上
他们的光？面对质疑，安塞区总
工会主席吴塞平鼓励包扶工作人
员，要坚定驻村信念，干出实事取
信于民。

“驻村帮扶首先要扑下身子
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才能调动
起大家的积极性，让他们看到生
活改善的盼头，这样干起工作来
才能事半功倍，才能发挥消除贫
困最深厚的力量。”安塞区总工会
主席吴塞平说。

驻村后，帮扶干部挨家挨户
走访，了解村民人口情况、收入情
况，掌握村民需求，把国家的扶贫
政策讲懂、讲透。在走村串户查
实情、田间地头聊民情的同时，驻
村工作队多次召集村“两委”班子
和全体党员召开民主生活会，召
集村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共同探
讨总结致贫原因：产业基础薄弱、
村民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能、青壮
年劳力外出比例高、个别留守人

员无创业意识。
面对如此困境，驻村工作队

与村“两委”班子达成一致，决定
了“扶志富脑激发内生动力、厚植
产业开拓致富路子”的帮扶方向。

为了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安塞区总工会先从完善农耕
器具着手，2015年补助旋耕机 26
台、喷雾器 30台、果库修建补助
28个（每个补助1000元）、化肥9.5
吨等，在农耕器具方面总计投入
90240元。

“有了旋耕机可省了大力气，
以前十天半月旋的地，现在一两
天就好了，工会同志真帮了大
忙。”村民郭世会笑呵呵地说。

此后，工作队多方联系，为村
民协调区水务局打机井 3口，解
决安全饮水问题；与市物价局一
起协调王家湾村路网改造，解决
道路运输问题；协调村支部建立
顺德农民种养殖合作社、养鱼坝，
解决没有村集体经济问题；协调
资金，新建白台村牛圪崂组小型

休闲娱乐广场，解决村民没有文
化娱乐活动场所问题；组织贫困
户到市医院体检、为贫困高中生
每人资助2000元……这一项项包
扶措施的落实，让村民有了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发展产业致富于民

脱贫致富，关键要靠产业这
个“牛鼻子”。制定合理的产业帮
扶计划是安塞区总工会帮扶的重
中之重。

白台村是典型的农业村，以
玉米、小杂粮种植为主。山地苹
果产业虽有一定基础但管理粗
放、品质不高，尤其青壮年劳力外
出比例高，苹果地撂荒比比皆是，
有的果树已经 10年了，按理应该
进入盛产期，但是却比不过 5年
左右精心管理的果树。

近几年，安塞区山地苹果已
成为一张响亮的名片，苹果产业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白台村有一
定的基础，若是荒废实在可惜。

面对这样的情况，包扶工作队员
挨家挨户走访，引导他们发展苹
果产业。

村民孙成会今年 57岁，因妻
子瘫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2014
年被识别为贫困户。他家最初也
种了20亩苹果树，因不懂技术、缺
乏精细管理，收成不理想。

工作队了解情况后，为孙成
会请来区上的果业局技术员，手
把手教他技术和管理，为他提供
化肥、旋耕机。不仅如此，在工
作队员的多次动员下，他的儿子
也回家帮助父亲管理果树。

在父子努力下，果树长势越
来越好，“现在我的技术不比从
区上请来的技术员差。”孙成会
笑呵呵地说。如今，他家的果树
已发展至 35亩，其中挂果 20亩，
去年 10 月份红富士收入 18500
元，今年夏天仅夏苹果嘎啦就收
入 12000 元，预计明年至后年苹
果树将迎来盛产期。

（下转二版）

省政府召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题会议

坚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和恶意讨薪行为
本报讯（王婕妤）11月19日下

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在听取省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市
（区）工作汇报后，梁桂指出，今年
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积极推
进欠薪源头治理，建立健全联防联
治工作机制，加大对欠薪行为的打

击力度，陈欠案件基本解决，新的
欠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梁桂强调，解决农民工欠薪问
题是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各地各
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坚持
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要摸清底数、提前行动，准确
掌握各行业领域的欠薪隐患、欠
薪苗头，加大执法行动力度，坚决

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和恶
意讨薪行为；要突出重点、有效推
进，针对工作中暴露的薄弱环节，
深入开展调研，补齐工作短板，完
善应急预案，提前谋划明年工作，
进一步提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成效；要强化舆论引导，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工资支
付诉求，全力打好元旦、春节期间
治欠保支攻坚战，确保农民工按
时拿到工资返乡过年。

新闻集装箱

新华社酒泉11月20日电（李国利、李潇帆）11月
20日 7时 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六号卫星及天平一号A
星、B星，嘉定一号、软件定义卫星等 4颗微纳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试验六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及相
关技术试验。天平一号A星、B星主要用于地面测控
设备精度标校。嘉定一号卫星由上海欧科微航天科
技有限公司研制，是其低轨商业通信卫星星座“翔云”
的首发星。软件定义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研制，在轨主要开展安卓平台地面软件技术
太空移植及开源卫星软件研发等技术验证工作。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29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六号卫星
搭载发射4颗微纳卫星

本报讯（崔春华 赵莎莎）笔
者 11月 19日获悉：继今年 8月进
出口报关单和报检单合二为一
后，西安海关近日再推出优化营
商环境新举措，即日起，企业可以
自行打印《海关专用缴款书》，无
须再到海关通关现场领取。

《海关专用缴款书》也称海关
税单，它是企业向海关缴纳税款
的法律凭证，也是企业财务管
理和增值税抵扣的重要依据。
此次改革，实现了海关通关全

程无纸化和全程线上办理，免
去了企业到海关领取税单环
节，有效缩短了增值税抵扣周
期，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提高
了货物通关效率。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建
设，使广大进出口企业尽快享受
海关改革红利，西安海关对全省
进出口企业开展了多次业务培
训，同时设立海关服务热线
12360、95198，及时解答企业咨询。

即日起企业可自行打印海关税单

京东无人货运大飞机在陕首飞成功
本报讯（李卓然）11月 19日

上午，随着京东京鸿无人货运大
飞机在蒲城机场稳稳着陆，标志
着由京东自主研发的首款原生支
线无人货运飞机正式完成首飞，
京东干线-支线-末端三级航空
物流体系在支线环节向实际运营
迈出重要一步。

据了解，京东京鸿无人货运
大飞机今年6月18日在西安正式
组装下线，在经历了整整 5个月

的技术测试、调整以及验证后，终
于完成首飞。

根据设计规划，京东京鸿无
人机起飞重量超过吨级，可装载
京东标准化货箱，承载干线与末
端无人机网络的转接，在未来能
够与京东物流仓储设施实现无缝
对接。借助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运
力，在物流运输时完成全部环节
只需要几个小时，将大幅提升物
流效率，颠覆现有物流布局。

近日，省上举办秦岭大熊猫文化
宣传活动，记者特别想知道如今被誉
为国宝的大熊猫是如何被发现的，于
是在省林业厅宣传同志那里听到了如
下这个权威的解答。

佛坪县被誉为“熊猫家园”，境内
生存的秦岭大熊猫属秦岭亚种，珍贵
濒危，黑白相间、浑圆娇憨，赢得了中
外人民的痴迷和喜爱。然而鲜为人知
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佛坪县发现
并继而保护秦岭大熊猫，却要从一名
叫杨笃芳的村民的枪声开始。

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坪县岳坝乡
（今为岳坝镇）大古坪村等属洋县管
辖。1957年冬天，洋县县政府接到情
报：一架敌特飞机从北方飞过秦岭，在
岳坝镇一带空降下一个大麻袋。时年
28岁、任岳坝乡乡长的杨笃芳接受了
配合搜查的命令，带着一支由武装部、
公安局人员和民兵组成的小队，从大
古坪向几十里外的西河（今佛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进发。

杨笃芳是一名神枪手，和其他山
民一样常进山打猎，对山林极熟。当
天下午 4点多，他带着小队就走到了西
河大白河口，眼尖的民兵发现前方树
林里有一个身穿“白马夹”的“人”！一
阵问话和警告后，那“人”毫不理睬，大
家商议后迅速包抄上去，杨笃芳连放

两枪，那“人”应声倒地，大家走近一
瞧，根本就不是“特务”，而是一只当地
俗称“花熊”的动物，大家正饿得发慌，
就把它剥了皮抬着走，天黑后来到一
个山崖前，生火架锅、砍竹叶铺地，准
备做饭、休息。

大家围着篝火煮着“花熊”肉，突
然感到有臭水撒在头上，抬头借着星
光一看，发现崖上的松树枝桠里蹲着
一只像狗熊的动物，被烟熏得正在向
树下撒尿。俗话说“一熊二虎三野

猪”，在山里遇上这三种动物是最危险
的事，杨笃芳立刻举枪射击，“狗熊”从
树上应声而落，砸碎了锅，汤又浇灭了
火。大家点起火把一看，原来又是一
只“花熊”！“花熊”可能被打中了心脏
一枪毙命，丝毫没有挣扎，大家高兴地
又重新生火，把这只“花熊”也剥皮烤
肉充饥。经过几天的搜索，没有发现
特务，杨笃芳让送干粮的民工把第二
只“花熊”的皮帮他背回家，铺到床上
做了褥子。

1958 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郑光
美教授带领学生来岳坝一带教学实

习。杨笃芳把他见到的动物一一介
绍，并把“花熊”皮褥子拿给郑光美看，
郑光美看着这罕见的动物毛皮又惊又
喜，却不敢确认是大熊猫皮。杨笃芳又
到当年住过的山崖附近，找回一块带牙
齿的下巴骨交给郑光美，并听了郑光美
的话，劝诫村民们不要再猎杀这种“花
熊”了，因为它“很珍贵”。郑光美回校
后依据标本，很快就确认“花熊”就是生
活在秦岭里的大熊猫，因当时国内许多
刊物停刊整顿，直至 1964年郑光美等

才在《动物学杂志》复刊号上发表文章
《秦岭南麓发现大熊猫》，虽然比发现四
川大熊猫晚了100多年，却从此正
式确认了秦岭是大熊猫的又一集
中分布地。

1973年，全国开展第一次野
外大熊猫调查，杨笃芳给调查队
带路时，才知道当年被他们枪杀
并剥皮吃肉的“花熊”是国宝大
熊猫，他和村民们怀着愧疚的心
情，分头带着调查队跋山涉水，
为大熊猫野外调查等不遗余力，
当年又在龙潭子、三官庙、大古

坪等地收集到 8 张大熊猫皮、2 具头
骨，进一步证明了大熊猫在秦岭并非
个别存在。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
立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佛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后，杨笃芳积极宣传政策，教
导村民放下猎枪，帮助保护区化解纠
纷，常年和保护区人员上山巡护，60多
岁时还为中科院等中外科考工作者当
向导配合大熊猫科研，踏遍了保护区
的山山水水。2011年 7月 21日，82岁
的杨笃芳病逝，在认知大熊猫后的 53
年里，他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大熊
猫及其栖息地保护，真诚地向国宝忏
悔，书写了从一名猎人转变为“护宝
使者”的美丽人生，而他当年的夺命枪
声，更开启了秦岭大熊猫科研保护事
业和我国动物研究史的新纪元。

本报记者 郝振宇

秦岭大熊猫发现记

胡永新胡永新 摄摄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已问责404人
■国家发改委：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
■我国大数量在轨航天器管理能力实现新跃升
■沈阳彻查民营医院骗保案 37人被刑拘
■武侠小说家萧逸因病去世 与金庸古龙齐名
■省住建厅开展冬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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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正在西安举行的秦岭大熊猫
文化宣传活动上了解到，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
果，秦岭大熊猫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109只增加到345
只，增幅达217%，为全国最高。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就
有10只大熊猫，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

陕西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薛建兴发布了秦
岭大熊猫保护研究成果报告。经过多年保护，秦岭
大熊猫不仅种群数量显著增长，栖息地面积也明显
扩大。栖息地面积由上世纪 80年代的 1037平方公
里扩大到 3600平方公里，增幅达 247%，潜在栖息地
达2446平方公里。

在秦岭大熊猫文化宣传活动开幕式上，大熊猫国
家公园陕西省管理局揭牌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陕
西秦岭区的面积占秦岭总面积（57000平方公里）的
7.6%。其中包括12个自然保护区、2个森林公园、2个
风景区以及3个省属林业局、16个林场，涉及西安、宝
鸡、汉中、安康4市8县的19个乡镇。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将打破大熊猫种群隔
离、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以加强大熊猫为核心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和修复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系
统；加强栖息地连通廊道建设，保护和复壮大熊猫
野外种群；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降低大熊猫孤立
小种群的灭绝风险。

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

繁荣的中国给了我发展机遇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日益

优化的投资环境、更多选择的就
业机会……改革开放40年来，开放
的中国正在帮助这些怀揣梦想的
外国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美珊是法国人，2004年与在
法国图卢兹留学的中国男生黄臻
认识并相爱。2005 年，黄臻回国
工作，一年后毕业的美珊随即来到
上海工作。

2014年美珊与黄臻回到老家
西安，共同创立了臻美文化创意工

作室。目前，他们从事插画手绘、
文创产品开发、自媒体等方面的
工作，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
化，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他们还
原创推出了十余套以陕西非遗
项目为主要内容的表情包，完成
了多本儿童双语有声读物的策
划出版工作，并对多部中国电
影、舞台剧进行了法语字幕的编
译和推广。图为美珊（左）和丈夫
黄臻在西安的家中查看美珊刚完
成的剪纸作品。 邵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