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李希

近年来，由汉中市应急管理局牵头、

县（区）政府组织、尾矿库企业配合、专业技

术机构支撑，通过“一库一策”的精准技术

方案和政企联合的高效组织方式压茬推

进尾矿库综合治理工作，连续两年受到省

应急管理厅书面表扬。截至目前，全市已闭

库销号尾矿库34座、提升改造14座，一大批
建设标准低、安全条件差的尾矿库得到彻

底治理，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汉中市锚定“汉风古韵·绿色循环”战

略定位和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禁止审批在

嘉陵江、汉江等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
和重要水源地范围内建设尾矿库；禁止审

批在秦岭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新建尾

矿库；禁止审批新建“头顶库”、总坝高超过

200米的尾矿库，推动尾矿库数量“只减不
增”，全市尾矿库总量从72座减少到38座。

2022年至2024年，汉中市累计争取中
省财政项目资金4.1亿元，分3批次对全市
57座尾矿库进行“一库一策”治理，2022年
完成治理尾矿库29座，2023年完成治理尾

矿库10座；2024年计划治理尾矿库18座，目
前已完成治理10座，正在治理8座，计划到
2025年末，实现全市尾矿库“一库一策”治
理全覆盖。

汉中市对处于秦岭重点保护区的尾

矿库，距离嘉陵江、汉江主干流1公里范围
内的尾矿库以及无主尾矿库、“头顶库”、停

用3年以上的尾矿库一律实施闭库销号；对
于尾矿库安全设施、企业运行状况相对较

好的尾矿库实施提升改造工程，持续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对完成提升改造治理的14

座尾矿库全部建成了智慧互联、精准预警

的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汉中市聘请专业机构对全市秦岭、巴

山生态保护区的尾矿库逐一进行全面安全

风险评估，推动尾矿库企业建立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今年

以来，汉中市组织专家对全市38座尾矿库
逐库“过筛子”，排查整治各类隐患问题239
项，监督指导尾矿库企业汛前全面完成调

洪演算、坝体稳定性分析等“八个一”行动，

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

南郑公安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检法电信网络诈骗

■记者史超 通讯员倪小红

进入第三季度以来，黄陵矿业一号煤

矿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提质、以进促稳”

的工作基调，明确主攻点、找准着力点，铆

足干劲抓安全、稳生产、挖潜能、提效益，

向着“全年红”目标阔步前行。

安全是煤矿发展永恒的主题，是实

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前提性保

障。该矿从安全准入、隐蔽致灾因素普

查、超前治灾、风险隐患、基层基础、科技

赋能、应急能力等方面全面压实各级安

全生产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立足“早”字、突出“快”字、强化“做”字，

着力消除“人机环管”中的不安全行为、

不安全状态，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

预防转型，推动本质安全矿井建设行稳

致远。

该矿积极发挥矿区智慧化系统作

用，坚持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基于动态

地质模型大数据融合迭代规划控制策

略的智能开采、快速掘进等先进技术

装备优势，扎实做好先进技术工艺及

装备应用，最大限度提高劳动工效；加

强生产源头管理，不断优化采、掘、机、

运、通、供电、排水等系统，不断提升生

产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和精细化水

平，以“智”保“质”，为原煤保供提供技

术支撑。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稳中求进勇担当以稳促进谋发展

www.iygw.cn 阳光官微 阳光微报纸
06汉中·延安 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责编王怡纯校对杨宏玲

■记者任军

汉中市南郑区林业局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绿色屏障、夯实绿

色根基、发展绿色产业、创造绿色价值，在推进

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

等重点工作中积极作为，取得了显著成效。

南郑区林业局大力开展“植绿、增绿、

补绿，见缝插绿”工程，2023年共完成营造
林1.8万亩，其中封山育林0.2万亩、退化林
修复1.6万亩，完成四旁义务植树118万株；
编报2024年度中央财政乡村绿化项目、重
点区域绿化项目、“三化一片林”乡村绿化

建设项目各1个；2024年度营造林任务1.55
万亩，目前已完成项目设计和招投标，项目

正在实施中，上半年完成义务植树28.5万
株；上半年累计救助受伤、迷途野生动物20
只（头），查处野生动植物行政案件3起；落
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一群一档”制度，

有效地保护了野生动植物资源安全，各级

林（山）长按期开展巡林，全区316.35万亩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

南郑区林业局统筹推进湿地保护修

复、科研监测、科普宣教及文化建设，实施以

汉江区域为重点的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和湿

地生态廊道建设，提升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全方位提升美丽南郑新“颜值”；明确工作任

务，细化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同合作、信息

互通，对汉江湿地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建设项
目进行严格准入审查和科学评估研判；以

“世界湿地日”“爱鸟周”“野生动物宣传月”

“世界环境日”等主题活动为契机，向公众普

及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在通往湿地

的道口、临近湿地的醒目位置设立警示性展

板和标志牌；设立汉江湿地自然保护区监测

点和巡护样线，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做到

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多部门联合开展综合

执法检查，畅通信息渠道，公布举报电话，依

法严厉查处打击各类破坏湿地资源行为。

南郑区林业局科学编报项目，积极争

跑资金，全力推进该区藤编产业高质量发

展，目前，该局编制完成了藤编项目可研报

告和实施方案初稿，已上报省林业局审定。

省林业局、省财政厅已初步同意从藤编产

业基地建设、藤编产业种质资源繁育、藤编

产业原材料加工、藤编产业科技支撑等方

面支持该区藤编产业发展；目前，已下达南

郑区困难立地条件青藤种植项目300亩，下
达项目资金150万元，南郑区林业局正在开
展选址规划设计，同时在黎坪实验林场新

建了青藤种苗培育实验基地，2024年分两
期扦插青藤幼苗2万余株。
南郑区林业局组织科技人员向林农

编发雷竹、核桃、油茶等30多种林业实用技
术资料，2024年新建设科技示范点2个，科

技示范推广面积0.46万亩，培训技术能手1
人。该局2023~2024年度选续聘生态护林员
709名，目前已拨付劳务补助354.5万元；积
极推进2023年度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
资金兑付工作，兑付8345户农户天然商品
林面积34.5349万亩、兑付资金345.349万
元，2024年补兑新一轮退耕还林合格面积
1225亩、补助资金46.41万元；积极推进林
禽、林畜养殖，林下特色种植，森林旅游等

协调发展，全区2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1家
市级林业龙头企业均运行良好，上半年实

现林业社会总产值11.93亿元。汉中龙头山
景区上半年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5亿元，带动当地
4000余名村民到景区务工增收50余万元，
带动当地经营主体创收超600万元。汉中植
物园在开展“汉山萌宠亲子节”活动期间入

园27826人，营收超43万元。

南郑区林业局：厚植生态家底赋能绿色发展

汉中市尾矿库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阳光讯（记者李希通讯员刘丹宁文/图）

8月13日下午，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反诈
中心联合新集派出所，紧急预警、快速响

应，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检法电信网络诈

骗，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5万余元。
8月13日14时许，反诈中心民警在工作

中发现新集镇居民赵女士，疑似正在遭受

电信诈骗。民警立即展开了保护性工作，并

联系新集派出所迅速进行了见面预警。

接到指令后，新集派出所民警多次拨

打赵女士的电话，但一直占线中。情况紧

急，民警决定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辖区银行

及赵女士家中。

民警赶到赵女士家后，发现她正在按

照骗子的电话指示，准备向所谓的安全账户转

款5万余元。民警立即向其表明身份，迅速阻止
了赵女士的操作，切断了她与骗子的联系。

经了解，13日，赵女士接到了一个陌
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人员”，并严肃告知赵女士，其名下的银

行卡涉嫌非法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需要

配合办案，要求她将银行卡内的钱转入对

方指定的安全账户进行查证，并一再强调

转账期间不得接听他人电话，避免泄密。

随后，民警耐心地解答了赵女士心中

的疑问，向其详细讲解了冒充公检法诈骗

的特征、套路等内容，并表示公检法工作人

员不会通过网络或者手机直接向涉案人员

发布逮捕令等不规范的法律文书，更不存

在所谓的安全账户。经过一番细心地解释

和耐心劝说后，赵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意识

到自己是被对方的“套路”所迷惑，陷入了

诈骗分子的迷局，险些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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