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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电力建设者在青海-河
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陕南秦
岭段进行架线施工。

据了解，该工程是专为清洁能源

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可将青海
清洁能源直送华中负荷中心，有效缓
解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

祝赫 摄

秦岭深处“攀高人”

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和2020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结果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在五四青年节来
临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颁授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青年中的优秀典
型和模范代表。决定授予丁良浩等 60 名同志
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北汽福田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游行彩车底盘制作和
技术保障团队等 34 个青年集体第 24 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追授王烁等 34名同志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同时，共青团中央公布了 2020年“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名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
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阿卜杜艾尼·列提普
等149名优秀青年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
医疗队等4个青年群体获此荣誉。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28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
了解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华全国总
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
致敬劳动者“五一”特别节目
近期在北京分批录制完成。

特别节目以致敬劳动者
为主题，在 2020 年这个不同
寻常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日

子里，向奋战在全国疫情防
控一线的战“疫”英雄们致以
敬意和感激，向各行各业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而奋斗
的劳动者献上祝福。

受疫情影响，本次特别节
目采用演播室专场录制方
式，并取消现场观众设置。5
月 1 日晚 8 时许节目将在央
视综合频道首播。

“中国梦·劳动美”
——致敬劳动者“五一”特别节目在京录制

初步调查显示陕西省内
秦岭文化遗产资源有15000余处

本报讯（杨一苗）记者4月
28日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
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取得
阶段性成果，初步调查显示，
陕西省内秦岭区域文化遗产
有15000余处。

秦岭文化遗产资源调查
从 2017年启动，由陕西省文
物保护研究院组织开展，目
前已完成陕西省秦岭区域世
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资料名录整理。

这次调查范围包括陕西
省内秦岭地区的46个区县，文
化遗产资源分布在面积约为
95000 平方公里内海拔 410-
1500米处。调查范围包括古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
表性建筑；革命人物故居、革

命战争遗迹、革命活动纪念地
及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工
业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
文化街区等。此次调查还将民
间文学、传统美术、民间山歌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其中。

据初步调查统计，陕西省
内秦岭文化遗产有 15000 余
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293处、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1456处。这
次调查为全面摸清秦岭陕西
段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和现状、
保护与研究秦岭物质文化遗
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
基础性、科学性资料。

秦岭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横
亘于中华大地，不仅是中国南
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也是长江、
黄河的分水岭，留下了丰富而
独特的自然资源及文化遗产。

本报讯（张翟西滨）4月 27日
上午，在赵梦桃小组迎来 57周岁
生日之际，咸阳市市长卫华在市
委副市级领导庞少波，市总工会
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静陪
同下来到咸纺集团，代表市委市
政府看望慰问赵梦桃小组全体成
员，向她们的辛勤劳动致以真挚
问候和节日祝福，勉励大家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实际行动
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

卫华来到咸纺集团一分厂纺
部车间，在“梦桃之家”与赵梦桃小
组全体成员一一握手交流、合影留

念，并参观新建的母婴关爱室。
卫华指出，勇于创新、甘于奉

献适用于广大职工，纺织工人要精
益求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勉
励。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要求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要做
实做强做优，纺织企业要坚定发展
信心，真抓实干，传承梦桃精神，以
实际行动强化“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庞少波说，赵梦桃小组是纺

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梦桃精神
影响了几代人。市总工会将按照
市委市政府指示要求，持续关心

关注关爱赵梦桃小组，支持她们争
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
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赵梦桃小组组长何菲表示，小
组全体成员时刻不忘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勉励，扎实苦干、追赶超
越，把疫情耽搁的产量抢回来。

“自 2月 22日复工复产以来，
截至4月27日，赵梦桃小组开台率
达100%，平均机台效率达97.66%，
累计完成棉纱产量达 470.932吨，
节约白花达 1.816吨，名列三班（3
个小组）第一名。”车间主任张栓
平介绍说。

市长来到咱“梦桃之家”

卫华（后排左8）与赵梦桃小组全体成员合影

本报讯 4月 28日，记者从省总工
会获悉，庆“五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事迹报告会将于 4月 29日下午 15
时在省总工会机关会议厅举行。

省总工会要求，各市（区）总工会，
各省级产业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省
总各部门、直属单位要认真组织工会
干部和职工收看网络直播。

直播收看方式：关注“陕西工会”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会活动”菜单

栏，进入“抗疫报告会直播”即可观看。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和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宣传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者们坚守阵地、挺膺担当、
不畏风险、履职尽责的感人事迹，激
励全省广大职工为夺取疫情防控胜
利和推动陕西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陕西省总工会庆“五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事迹报告会今日举行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讯（寇少卿 郭玉荣）4月 26日，咸阳市总工会
先后召开党组会议、机关全体干部会议，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
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工会干部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大意义，全面学习、全面贯彻、全面落
实，围绕工作大局鼓实劲、出实招。

会议要求，要围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团结引领职工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大显身手；要在科学防疫、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前提下，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要结合市总工会
六届九次全会精神，明晰思路和举措，把工作干在前
面，当好群团组织排头兵；要用延安精神、梦桃精神滋
养初心，淬炼党员干部过硬的政治品格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建设一支广大职工信得过、能战斗的工会干部队
伍；要坚持工作创新，推出具有“工”字品牌的特色工
作，推动整体工作上水平、上台阶。

咸阳市总工会

围绕工作大局鼓实劲出实招

本报讯 4月 26日，渭南市总工会召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强调，全市工会系统要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工会干部和
职工群众中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以实际行动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
动对标工会职责，在助力渭南高质量发展、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体现工会担当、贡献工会力
量。要做好劳模推荐、评选工作，组织开展好“抗疫促
生产、夺取双胜利”劳动竞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要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产业扶贫、消费扶贫，规范有
序做好城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要深入开展“晒比
拼超”行动，深化工会改革，扎实开展“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深化年”行动，进一步增强工会工作活力。

渭南市总工会

在学习落实中体现担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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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木耳”变成了“大产业”

四月的秦岭，草木葳蕤，阳光明媚。
位于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的金米

村，青山环抱、碧水绕田。村前依河而建
的水泥路上，长廊亭台有序布置；村中整
齐排列着一座座智能联栋木耳大棚；田
边的白色小楼格外显眼……如今，这个
昔日的贫困村已经摘帽脱贫，迈上了致
富奔小康的大道。

4月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金米村考察脱贫攻坚情况，夸奖他们把
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

谈起今昔巨变，金米村党支部书记
江百川发自内心地说：“这还得感谢中
国中铁一局，是他们的真心帮扶、精准
施策，才让我们把‘小木耳’变成了‘大
产业’！”

选准产业走对路 小木耳也有大作为

金米村是秦岭南麓典型的小山村，
山多地少，仅有耕地 948亩，村民长期以
个体种养殖业为主，但“靠天吃饭”的传
统发展模式，让其一度成为柞水县“有
名”的贫困村。

2018 年 6 月 5 日，中国中铁党委书

记、时任总裁张宗言与时任陕西省委副
书记贺荣共同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确
定中国中铁一局在商洛市的扶贫工作。
中国中铁一局多次和省国资委、商洛市
以及柞水县沟通对接，明确把扶贫重心
由商洛全市调整到柞水县，把扶贫方向
聚焦到发展木耳产业上，围绕“一村一品
一主体”产业布局，帮助实施木耳“生产、
包装、销售”三大项目。

站在由中国中铁一局援建的金米村
联栋智能木耳大棚旁，江百川感慨地说：
棚栽木耳产量是地栽木耳的3倍；智能化
程度高，便于管理；木耳不沾染泥土，品
质提升；采摘更加方便，省时省力；乡村
游给村里带来了人气。

选准产业走对路，小木耳也有大作
为。2019年，金米村智能大棚建成后，带
动全村130户贫困户参与木耳产业发展，
户均增收4600元。

注重延伸产业链 稳定增收不再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省国
资委脱贫攻坚第九合力团副团长单位，
中国中铁一局自 2017年以来，除帮扶金

米村建成智能木耳大棚外，还帮扶柞水
县建设社区扶贫工厂、木耳展览馆，形成
了木耳“生产、包装、销售”的产业链，为
该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住在移民小区，下楼就进厂。
每天上班 8小时，每小时挣 10块钱。”正
在柞水县石镇社区工厂分拣设备上忙碌
的女工如是说。

这个由中国中铁一局援建的社区扶
贫工厂，为柞水全县木耳提供分拣加工
包装业务，还可满足香菇、核桃、板栗等
农特产品包装的需求。如今已解决了10
余名妇女的就业问题，全部投产后，可解
决50名贫困人口的就近就业问题。

在中国中铁一局强力帮扶下，金米
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的 21.85%降至
2019年的 0.23%。该公司连续三年被评
为“陕西省助力脱贫攻坚优秀企业”，定
点扶贫工作取得累累硕果。

持续跟进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4月 25日，适逢周末，来金米村的游
人络绎不绝。大棚外，游人欢声笑语；大

棚内，村民干劲倍增；电商直播平台上，
订单不断……

“以前电商平台平均每天只有一、二
百单，现在一天能接8万多单。我们和两
家快递公司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已经三
天两晚忙着发货，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负责生产销售的工作人员虽然疲惫，但
难掩喜悦之情。

中国中铁一局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工会主席王力告诉记者，在乡村旅
游方面，他们早与商洛市旅游局合作，帮
助推销商洛各县区特色农产品。近三年
来，农特产品销售近200万元。同时瞄准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山水田路综合治理，
发展生态农业，带动金米村及周边 1000
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中铁一局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海民
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摘帽不
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持续做好定点
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
动金米村产业、人才、生态等全面振兴，
在助力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中交出新的
合格答卷。 本报记者 阎瑞先

——中国中铁一局精准扶贫柞水县结硕果

■我国有色金属生产总体保持平稳企业开工率超九成
■国铁集团：内地高铁和城际铁路即将电子客票全覆盖
■自5月6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费
■截至28日8时陕西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1例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本报讯（孙振东）4月 26日是第 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陕
西省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发布《2019年陕西省知识产权保
护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2019年我省围绕建设知识产权
强省，坚持实施知识产权“一一八”战略，着力加强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和保护。

协调议事能力进一步提升。陕西省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承担陕西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工作职能。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由23个调整为31个。

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截至2019年年底，全省
有效发明专利总量为 46190件，同比增长 17.4%；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 12.043件，居全国第七位、中西部第一位；有
效注册商标402944件，同比增长32.6%；累计获批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86个，同比增长 8.9%；著作权登记作品 15982件，同比
增长99.8%。

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2019年，全省专利质押合同
登记数 596项，质押贷款金额 35.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5%
和 19.7%，质押合同登记数居全国第六位；实现 172件商标专
用权质押融资2.503亿元。

知识产权保护合力逐步形成。省级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打
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 2019”专项行动；知识产权“三合一”
审判等五项改革举措在全省复制推广。省市场监管局、省
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全省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

知识产权助力脱贫攻坚取得新成绩。我省将知识产权
开发运用作为脱贫攻坚的抓手，组织地理标志、商标等扶
贫培训，开展韩城大红袍花椒、安康富硒食品、延安巨菌草
等涉农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工作，打造一批农产品地
理标志示范样板。

陕西有效发明专利总量同比增长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