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任军

按照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的统一安

排，10月22日到24日，由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延安市环境监测站的4名专家组成考
核组，对汉中市2024年生态环境监测及
执法人员开展了持证上岗考核，全市56
名监测人员和9名执法人员参加考核，涉
及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土壤和水

系沉积物、噪声和振动、室内空气，共计5

大类540余项次。
为承办好此次考核工作，汉中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精心组

织，专门制定了《2024年环境监测技术人
员持证上岗考核及自认定工作计划》，多

次召开会议安排考核工作，提前对考核人

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督促考核人

员严格按照《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人

员持证上岗考核实施细则》准备理论自

考、样品分析等自认定材料。

现场考核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

畅，考核组专家首先对全市监测/执法
人员开展理论考核，严谨细致查阅了自

认定资料，接着对新人开展流量校准、

容量滴定、天平称量等基本操作考核，

并进行现场采样及实验室项目操作演

示考核，对考核人员仪器设备操作规范

性、分析方法的掌握程度、原始记录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检查提问，并提出考核

意见和指导建议。

下一步，汉中市将持续加强环境监测

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不断提升

全市监测人员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充分

发挥省示范实验室模范引领作用，提质增

效完成监测任务，严格质量控制，确保监

测质量，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真实、准确

全面的数据支撑。

汉中市汉台区徐望镇：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黄陵矿业二号煤矿：机电设备管理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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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史超通讯员张仕昕

为了保障矿井安全高效运行，今年以

来，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全方

位、多角度加大机电设备排查力度，创新设

备管理方法，夯实机电管理基础，确保机电

设备安全运行。

该矿充分利用班前会、班后会、班组

学习日等时间，采取“师带徒”“请进来”等

培训模式，常态化组织机电人员进行业务

专业知识学习，全力提升职工设备故障判

断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认真开展安全经验分享、安全大讨

论、事故违章人员现身说教、观看事故案例

警示教育片和典型事故案例等活动，以身

边事警示身边人，举一反三，不断强化全员

自觉抵制“三违”、规范岗位操作的思想意

识，做到上标准岗、干标准活。

结合矿井生产实际，该矿建立健全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风险

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构建特种安

全设备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日检、周检、月检和

班组巡查等制度，通过不断强化各类机

电设备、设施的现场管理及运输系统的

安全检查、现场管理等，持续加强针对重

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安全管

控，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此外，该矿坚持推进

隐患整改“回头看”工作，深挖深究原因，

逐一销号，做到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此外，该矿将设备修理考核融入到设

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设备生命周期维修

信息的电子化管控。在设备进行维修后，将

维修内容、维修方式、部件更换等信息，全

部录入设备信息管理系统，保证了设备管

理信息的准确无误。

■记者任军通讯员杜泽瑞马磊

汉中市汉台区徐望镇围绕耕地保护

任务，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扛稳筑牢

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并进一步强化监督管

理，探索实施“246”工作法，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

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辖区粮食生产，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和耕地保护

红线。

明确两级责任坚持高位推动

徐望镇明确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成

立了耕地保护田长制工作专班和核实处

置旱改水项目工作专班，建立了镇党委

书记、镇长为双班长，分管人大主席具体

负责，镇自然资源所、经济发展办、公用

事业等多部门联动的耕地保护工作职

责体系；明确基层组织管护责任，划分了

14名四级田长责任，与14个村签订了《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通过建

立管理台账、组织日常巡护，构建起了

覆盖全域、责任到人的基层组织耕地保

护网络。

创新四项机制强化工作效能

徐望镇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目标管控、

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违法查办快速联动和

从严从重追责问责四项工作机制；制定印

发徐望镇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耕地保

护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违法查办联动

处理机制、耕地保护责任追究问责办法等

耕地保护文件，实现耕地管理规范化、保

护常态化、处理时效化、追责精准化，有效

提升了耕地保护能力和水平。

锚定六项任务狠抓责任落实

徐望镇加强田长网格化管理，依托

“田长云”APP及“护田者联盟”小程序，充
分发挥辖区“智慧耕保”高清摄像头作用，

对违法行为实时发现、实时推送、实时处

置，上半年开展巡田301次，巡田总里程
692公里；认真开展园地残次林地开发落

实“占补平衡”工作，积极稳妥推进腾退工

作，2023年完成65宗地块233.7亩任务，剩
余16宗159.2亩列入2024年腾退计划；严格
落实耕地“进出平衡”，编制《徐望镇耕地

“进出平衡”计划》，调出耕地图斑10宗面
积12.6亩，调入耕地173.9亩，较好地实现了
耕地占补平衡；强化宣传，提高耕地保护

意识，围绕耕地保护工作重点，利用“4·22”
世界地球日、“6·25”土地日等活动，通过板
（墙）报、广播、电子大屏、文艺汇演、培训等

多种形式，积极向群众宣传有关耕地保护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干部群众保护耕

地意识，形成各方努力、人人尽责的良好

局面。

汉中市圆满完成2024年生态环境监测及执法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工作

■记者李希通讯员吴凯文/图

宁强县享有“羌族故里”之美誉。作为

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宁强县近年

来坚持将抢救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夯实根基、打

造品牌、活化利用、融入生活的发展之路，

使古老的羌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来，家人们，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

款新品，这种带‘图腾’的茶具有没有见

过？这种羊头图腾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如

果你用我们的这种茶杯泡茶喝，是不是能

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呢？”在位于宁强县

的汉中秦熙禾陶业有限公司羌陶生产车

间内，企业负责人王玉琼正在网络直播间

推介着他们新上市的一款带有羌文化元

素的文创茶具。

王玉琼在电商平台上卖力地吆喝着，

她的丈夫彭加荣则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等环节，他们公司已经形成了集制作、

选品、直播、打包、发货、售后于一体的一

条完整的“流水线”。王玉琼和彭加荣以前

常年在江苏省宜兴市从事陶器制作业务，

历经20多年的打拼，夫妻两人于2020年返

乡创业，将宁强县独特的羌文化元素植入

陶器制作工艺中，生产出了各式各样的陶

制器皿和文创产品。王玉琼告诉记者，和

普通的陶器相比，他们家的文创陶器产品

植入羌文化元素后，不但样式精美，而且

附加值大幅度提升。

就在王玉琼和公司员工正在生产和

售卖各种羌陶产品时，在宁强县羌绣非

遗文化产业园中，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王小琴正在指导绣娘们制作精美的羌绣

手工艺品。王小琴自幼就喜欢上了羌绣。

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她

注册商标并成立了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

司，潜心投入到羌绣的设计研发、加工生

产和销售上。她陆续建立了4个非遗社区

工厂、3个传习所、6个羌绣专业合作社，培

训城乡绣娘6000余人，带动灵活就业1700
余人，每人增收3000元到2万元，蹚出了一

条“公司+学校+合作社+基地+脱贫户+绣

娘”的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子。“未来我

们还想开发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羌绣文

化产品，让我们的羌绣能够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我们

的羌文化。”王小琴自信满满地说。

近年来，宁强县将羌文化传承、保护、

利用作为“文旅兴县”战略的重要支撑，累

计投入建设资金13.6亿元，为羌文化保护

及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招

商引资建设了西北最大的羌族文化产业

博览园，建成县级非遗传习中心1个、镇街

传习所15个、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打造非

遗街区2个；成立羌族傩艺传承保护培训

基地，发展傩艺传承队伍70支300余人，发

展壮大羌绣、羌编、羌漆、羌医、羌药等产

业，将羌文化与城乡建设、现代生活、产业

发展等相融合，推动羌文化在传承利用中

得到大发展。

宁强打造羌文化产业链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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