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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义）近日，3
只坠巢的朱鹮幼鸟，在陕西汉中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繁育中
心的精心喂养下已恢复健康，开始离
巢下地，自由活动。

受 6 月 11 日强对流天气影响，
洋县谢村镇回龙村的 3 只朱鹮幼鸟
坠巢受伤，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保护科的工作人员接到村
民报告后，及时赶赴现场，迅速将幼
鸟送到繁育中心，经全面体格检查，
幼鸟精神状况正常，在对皮外伤进
行消毒处理后，3只幼鸟被临时安置
在有保暖设施的育雏室。

经工作人员观察和分析，这 3只
幼鸟大概为 15 至 20 日龄，与人工饲
养繁育中心三个笼舍巢内自然繁殖
的幼鸟日龄相近，决定将这 3只幼鸟
放入正在育雏期的 1 号、2 号和 7 号
笼巢内做代养试验。幼鸟放入巢内

后，最初它们与原巢中幼鸟相互对
啄，亲鸟也对其排斥，大约 8 小时过
后，饲养人员观察发现，慢慢地它们
能与巢内鸟和谐相处，亲鸟也开始
喂给食物。

幼鸟代养期间，人工饲养繁育
中心严格按照代养预案执行，由于
措施到位和饲养员的精心呵护，经
过近 30 天的育雏期，目前这 3 只幼
鸟各项生理指标合格，发育正常，体
格健壮，已经离巢下地开始了自由
活动。

朱 鹮 的 代 养 试 验 虽 于 2019 年
和 2021 年 在 繁 育 中 心 开 展 过 ，但
被 代 养 的 幼 鸟 均 属 5 日 龄 左 右 幼
雏 ，近 20 日 龄 的 幼 鸟 代 养 尚 属 首
次 。 本 次 朱 鹮 幼 鸟 的 成 功 代 养 ，
为 野 外 朱 鹮 幼 鸟 抢 救 积 累 了 经
验 ，也 为 今 后 开 展 此 项 工 作 提 供
了技术支撑。

本报讯 （记者 崔慧芬）“乡亲
们请注意，据县气象局预报，暴雨即
将来临，请各隐患点受威胁群众及
时按应急方案转移，请网格员分点
核实，确保群众生命安全”。7 月 12
日，收到宁强县巴山镇防汛指挥部
启动暴雨黄色预警通知后，石坝子
村党支部书记杜天从立即点开手机
APP“云广播”，向村民们喊话，并通
过视频系统逐家逐户核实群众转移
情况。

杜天从使用的手机 APP 是数字
巴山管理系统中的社会治理模块之
一。该系统可通过电脑、手机数据
终端等平台，集中掌握信息，灵活指
挥调度，实现实时远程 360度监控雨
情、灾情。

“手机APP一键喊话、文字转语音
播报等服务，能够在灾害预警时第一时

间通知村民，破解了之前鸣锣、大声呼
喊等传统方式造成的不及时、听不见、
喊不应等窘境。”杜天从说。

“以前上级部门发布了预警信
息，村上的干部挨个给隐患点附近
的村民打电话，或者上门通知，现在
拿出手机就可以开展工作。后期查
灾报灾时，也可以通过 APP 小程序
进行报送，明显提升了工作效率。”
巴山镇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数字巴
山建设，切实方便了群众办事，减轻
了干部负担。

今年 4月以来，巴山镇逐步建设
和完善数字巴山管理系统，并于近
期在防汛工作中运用，及时掌握灾
情情况，适时“一对一”“一对多”科
学调度，避免了反反复复下村检查
和无序调度，使防灾减灾预判更加
快速、精准。

7月 10日，在佛坪县袁家庄街道东岳殿村“爸妈食
堂”里，厨师正在准备当天的午餐。红彤彤的胡萝卜、翠
绿的豆角、洁白的豆腐、软烂的五花肉，各种营养丰富的
食材烩在一起，香气四溢。

这是陕西省落地的第四家“爸妈食堂”，是“爱豆银
龄关怀——五社为老服务创新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
该食堂服务东岳殿村 50 名高龄、孤寡、独居、行动不便
等困境老人，每天为他们提供一顿公益午餐，不仅为老
人们解决了“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还搭建出了一个
老年人互相交流的平台。

高龄老人张朝兴是这里的常客，他高兴地说：“食
堂的饭挺好吃，我们好多人聚在一起，吃得很开心。文
艺工作也搞得好，今天下象棋赢了的，还有奖品哩！”

东岳殿村“爱豆银龄关怀——五社为老服务创新项
目”于今年六月份启动，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
金会、陕西助老汇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共同开展，通过社
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

“五社联动”机制，打造出东岳殿村为老服务示范点，围绕
老年人照料、健康、文化娱乐、精神陪伴等开展多种形式
多样的公益活动，切实让老人感受到家的味道。

陕西助老汇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社工何艳霞向笔
者介绍道：“在‘爸妈食堂’之外，我们赋能本村的老年
协会，组建老年人文艺队和志愿服务队，还给有需求
的老年人进行健康监测。住得比较远的，社工和志愿
者会定期上门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鸿雁 肖
宇阳）眼下，高校毕业季将至，勉县
精心筹备、提前安排，建成了全市
首家县级“高校毕业生综合服务中
心 ”。 该 中 心 提 升 硬 件 ，优 化“ 软
件”，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就
业服务，以用心用情的暖心服务将

“高校毕业生综合服务中心”打造
成为“大学生驿站”，全力护航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更顺畅、更便利。

聚 集“ 硬 件 ”建 设 ，精 心 打 造
温馨驿站。主动适应取消就业报
到证的新形势，树立服务意识，以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优质高效便捷
服 务 为 出 发 点 ，建 成 全 市 首 家 县
级“ 高 校 毕 业 生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
综合利用文化墙、投影、视频和传
统 展 板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最 大 限 度
的 放 大 政 策 和 就 业 信 息 便 捷 效

应 ，并 主 动 邀 请 市 人 才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观 摩 实 地 指 导 ，有 效 提
升“ 勉 县 高 校 毕 业 生 综 合 服 务 中
心”的建设水平，精心打造多功能

“ 勉 县 大 学 生 驿 站 ”，将 该 站 建 设
成 为 集 高 校 毕 业 生 档 案 接 收 转
递 、实 名 登 记 、就 业 信 息 发 布 和
1311 就业帮扶等于一体的高校毕
业 生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实 现 人 才 交
流、就业指导、城市融入一站式服
务，让高校毕业生只进一扇门、办
好 一 揽 子 事 、享 受 一 系 列 优 质 服
务 ，切 实 让 服 务 中 心 成 为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温 馨 驿 站 ，让 就 业 政 策 和
服务甘霖精准“滴灌”到高校毕业
生 心 中 ，以 优 质 服 务 助 力 高 校 毕
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聚集“软件”建设，不断优化人
才就业服务。针对当前取消就业

报到证的新形势，主动简化办事流
程，为方便高校毕业生及时查询到
档情况，实行“定人、定岗、定责”的
工作方针，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接收
毕业生档案，将档案转递、开具政
审材料等业务实现“一窗通办”，全
部依据最新出台档案管理规定，按
照规范严谨的程序，集中进行档案
入库、学籍档案整理和信息录入系
统等相关工作，稳步推进“跨省转
办”档案业务，实现了跨省网络办
理调动业务，夯实毕业就业衔接服
务。同时，严格窗口管理，深化干
部作风，提升文明窗口业务经办水
平，提升一站式服务的“软实力”，
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水
平，优化电子化档案管理，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个性化高质量服务，做
到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使广大

高校毕业生带着问题而来、载着满
意而归，最大化为毕业生提供优质
便捷的档案管理服务，切实解决毕
业生的后顾之忧。

目前，勉县人才交流中心已接
待大学生现场、电话、网络政策咨
询 共 计 3000 余 次 ，接 收 高 等 学 校
毕业生档案材料 685 件 ；统招、自
考 、成 教 各 类 型 接 收 和 转 递 1059
件 ；开 具 公 务 员 、事 业 编 制 、研 究
生、军队文职、国有企业、征兵、编
制外人员等各类政审、证明材料和
盖章 528 份；接待单位及大学生完
成学籍档案查询、借阅 1158 件，以
优质服务有力地促进高校毕业生
走稳就业路。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文博 刘
君杰）留坝县第十六届紫柏山登山
节暨栈道漂流节自启动以来，围绕

“中国天然氧吧 22℃清凉夏天”不
断推出精彩活动，受到广大游客关
注，迎来避暑旅游消费旺季。

近 日 ，位 于 留 坝 县 栈 道 漂 流
景区的“中国栈道水世界”吸引了
众 多 省 内 外 游 客 前 来 避 暑 休 闲 、
戏 水 康 体 ，享 受 轻 松 悠 闲 的 夏 日
时光。

“中国栈道水世界”是陕南地
区 配 套 设 施 最 全 、游 乐 项 目 最 丰
富 、设 施 设 备 最 有 特 色 的 大 型 水
上 综 合 娱 乐 主 题 乐 园 ，可 同 时 容

纳 7500 人戏水。今年开园以来平
均 每 日 游 客 量 达 3000 人 次 ，各 娱
乐项目纷纷排起长队、摩肩接踵，
游客们热情高涨、纷至沓来。

海 啸 池 、大 喇 叭 、水 上 过 山
车 、高 山 滑 梯 、疗 养 SPA、儿 童 组
合水寨、风情休闲吊脚楼、生态接
待 中 心 …… 丰 富 的 娱 乐 项 目 、优
质 的 服 务 体 验 ，让 游 客 全 天 候 沉
浸在美妙的童话世界中。游客与
家 人 、小 孩 、朋 友 一 起 ，“ 甩 掉 ”夏
日的暑气，肆意泼水狂欢，放松身
心，欢声笑语响彻园区上空。

前来体验的西安游客张女士
说 ：“ 我 们 从 网 上 了 解 到 留 坝 的

‘ 水 世 界 ’评 价 很 高 ，就 从 西 安 自
驾 过 来 游 玩 。 这 里 确 实 清 凉 ，是
个 避 暑 的 好 地 方 ，娱 乐 项 目 丰
富 ，还 有 我 最 喜 欢 的‘ 大 喇 叭 ’项
目 ，比 较 刺 激 和 冒 险 ，已 经 体 验
三次了。”

为 应 对 夏 季 人 流 量 高 峰 ，保
障 游 客 人 身 安 全 ，留 坝 县 相 关 部
门在“水世界”开园之前对园区水
质 安 全 、持 证 上 岗 、应 急 防 范 措
施 、急 救 药 品 配 备 和 场 地 设 备 安
全 等 工 作 进 行 全 面 检 查 ，并 安 排
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巡检。园区各
项目明确规定是否可以体验的身
高 、年 龄 、体 重 及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

在 醒 目 处 张 贴“ 防 溺 水 ”“ 禁 止 奔
跑打闹”等安全标语。同时，各项
目加派安全员、增配救生衣，安全
员 随 时 观 察 水 中 情 况 ，防 止 游 客
出 现 溺 水 、呛 水 以 及 游 泳 圈 被 打
翻等突发情况。

“今年，园区在设备完善和服
务 优 化 上 有 所 提 升 ，我 们 在 园 区
门口向周边群众提供了 4 个摊位，
园区内摊位也增加了多种小吃和
饮 品 ，并 安 排 专 人 严 把 食 品 关 。
同时，我们增加了遮阴措施，搭建
多 处 遮 阴 棚 ，增 设 通 道 喷 淋 系 统
给 地 板 降 温 ，防 止 游 客 脚 底 烫
伤。”景区负责人刘永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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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建成全市首家“大学生驿站”

朱 保护区成功代养3只野外幼鸟

宁强巴山镇

数字化平台助力防汛备汛

本报讯 （记 者 张玉文 通 讯
员 杨文平）7月 15日，南宫秀宁强刺
绣工艺转化大师工作室揭牌仪式在
宁强县羌绣非遗文化产业园举行。

经过我市经合、文旅等部门对
接，南宫秀宁强刺绣工艺转化大师
工作室由中国传统技艺大师、非遗
传承人、“南宫秀”高端华服定制品
牌 创 始 人 王 胜 红 在 我 市 创 立 。 据
了 解 ，2017 年 ，“ 南 宫 秀 ”新 中 式 服
装 签 约 入 驻 西 雅 图 著 名 奢 侈 品 商
业中心 The Bravern 商场，曾为杭州
申亚代表团设计新中装、为 G20 杭
州城市形象宣传片设计旗袍、为世
界 钢 琴 教 父 乔 瓦 尼 中 国 巡 演 设 计
新中装。

日前，包括王胜红在内的一批
浙江企业家来汉考察汉文化 IP、汉
服产业园、数字经济等项目，并与我
市政府及经合、文旅等部门有关负
责人座谈交流，深入了解我市汉文
化传承发展、汉文化 IP 打造、汉服产
业基础和非遗传承、人才培训等情
况。企业家们表示，汉中汉文化底
蕴深厚，希望双方运用汉服文化+泛
产业战略，重点围绕服饰+文旅+时
尚+互联网+教育等板块，结合兴汉
新区汉文化博览园、宁强县羌绣非
遗文化产业园、西乡县服装产业园
等现有产业布局延链补链，构建汉
服文化产业生态圈，助推汉中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刺绣工艺转化大师工作室落户汉中

工作人员在调试数字巴山管理系统。 巴山镇供图

古 树 名 木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共生的历史见证，自然界留
下来不可复制的宝贵遗产，更
是珍贵的“绿色文物”，兼具历
史、文化、科研、生态、景观、旅
游 、经 济 等 多 重 价 值 。 近 年
来，随着全社会对古树名木保
护 工 作 的 高 度 重 视 ，我 市 为
23444 株 古 树 名 木 落 实 了“ 一
树 一 档 ”管 护 责 任 ，让 每 株 古
树名木有了“身份证”，并得到
有效管护。

汉 中 是 南 北 植 物 交 汇 的
地区，自古以来就非常适宜于
多 种 植 物 生 长 ，植 物 种 类 繁
多，为我市丰富的古树名木资
源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环 境 基 础 。
2016 年，我市绿化委员会历时
9 个 月 ，组 织 开 展 了 全 市 古 树
名木普查工作，进一步摸清了
全 市 古 树 名 木 资 源“ 家 底 ”。
2017 年 全 市 古 树 名 木 图 文 资
料 和 数 据 库 建 立 ，并 印 发 了

《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
中市古树名木目录的通知》对
全 市 的 古 树 名 木 目 录 向 全 社
会进行了公布。

“ 在 此 基 础 上 ，我 们 于
2018 年 3 月启用了陕西省古树
名木图文数据库系统，实现了
全市古树名木信息化和动态管
理。”市林业局生态修复科负责
人 李 年 麒 介 绍 ，截 止 2022 年
底，全市现存古树 23444 株，最
长树龄达 3000年以上。这些古
树名木中，树龄 1000 年以上的
特级古树 133 株，树龄 500 年以
上 1000 年以下的一级古树 391
株 ，名 木 6 株 。 树 种 主 要 涉 及
银杏、柏木、桂花、铁坚杉、侧柏
等 50 余种。

“编号 0702000001，树种为
白杨，生长于汉台区汉王镇新
丰村高家营，保护级别为一级
……”这株有着 528年树龄的古
树是汉台区第一株拥有“身份
证”的古树。记者在档案里可
以详细地看到古树的生长地、
编号、树龄、保护级别、树高、胸
径、平均冠幅等详细内容。李
年麒表示，为了更好地落实管
护责任，还要求各县区古树名
木行政主管部门与管护单位或
管护人签订养护责任书，要求

管护单位或管护人定期巡查，
制定台账，对出现的问题及时
报告处理，真正做到了“责有人
负，树有人管”。

除了加大对古树名木生长
状况的监测，“一树一档案”也
为林业主管部门科学、及时地
抢救和养护古树名木工作提供
了数据支撑。2020年 8月，位于
洋县戚氏街道办事处石羊小学
院内的两株三级古树旱柳和一
株一级古树桂花分别出现了树
势衰弱、大风吹折等问题。在
接到洋县林业局的古树抢救报
告后，市林业局立即派出专家
对这三株古树进行了抢救及复
壮。原市秦巴生态保护中心正
高级工程师张斌善回忆，当时
由他在内的三名专家对洋县林
业局给出的抢救和复壮方案进
行了研究，并在原来的基础上
进行了具体和完善，三株古树
抢救和复壮成功，目前均长势
良好。

古树名木历经岁月，是历
史 的 见 证 。 为 了 讲 好 全 市
23444 余 株 古 树 名 木 的 故 事 ，

2018 年 市 林 业 局 组 织 出 版 了
《汉中市古树名木》图册，收录
265 株（处）特 级 、一 级 古 树 和
名木的照片及资料。随着人们
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和重视程度
提升，这些古树名木蕴藏的价
值早已超越其作为树木本身的
价值，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
价值。

已有 400 余年树龄的勉县
武侯祠旱莲，有旱地莲花之美
誉。 2000 年，旱莲被命名为汉
中市市花，随后推出了极具汉
文 化 特 色 的“ 涵 涵 和 莲 莲 ”的
微 信 表 情 包 ，其 中“ 莲 莲 ”的
形 象 灵 感 就 来 源 于 旱 莲 。 在
留坝县江口镇“中国最美乡村
公路”高江路的东端树龄长达
3300 年的古银杏树，为全市仅
有 的 两 株 树 龄 3000 年 以 上 之
一。因其旺盛的生命力，它又
有“ 子 孙 满 堂 ”的 美 称 。 近 年
来 ，留 坝 县 大 力 发 展 旅 游 业 ，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一睹古树
风采，当地群众农闲时也会在
树下贩卖当地土特产，增加群
众收入。

保护保护““绿色文物绿色文物””
让古树焕发活力让古树焕发活力

——我市 23444株古树名木有了“身份证”
本报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张悦

畅游“水世界”享清凉

留坝迎来避暑旅游热潮

留坝“中国栈道水世界”惊涛海啸池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高文亚 摄
小孩在“水世界”儿童区域戏水玩耍。

李文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