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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想干好 一身韧劲少不了
——记全国信访系统先进个人、安康市岚皋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信访局局长鲁伏虎

今年前四月
陕西进出口贸易总值1394.8亿元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荣）5月19日，记者从西

安海关获悉，今年1—4月份，陕西进出口贸易总值

1394.8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9%。

从统计数据看，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较为稳

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658亿元，下降23.2%，占

全省进出口总值的47.2%；一般贸易进出口536.9亿

元，增长7.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8.5%；保税物

流进出口总值168.7亿元，增长20.4%，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12.1%。

东盟跃升为陕西进出口第一大贸易伙伴。对

东盟进出口261.5亿元，增长45.2%，占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 18.8%；对 RCEP 其他国家进出口 614.6 亿

元，增长0.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44.2%；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54.4亿元，增长50.3%，占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32.7%。

今年前4个月，陕西民营企业进出口保持较快

增长态势。民营企业进出口 586.6 亿元，增长

18.8%。其中出口 420.9 亿元，增长 37.2%；进口

165.7亿元，下降11.5%。此外，国有企业进出口100

亿元，下降14.6%。其中出口44.1亿元，下降0.4%；

进口55.9亿元，下降23.2%。

陕西进出口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机电产品出

口770.6亿元，下降6%，占全省出口总值的86%；进口

303.9亿元，下降20.7%，占全省进口总值的60.9%。
□ 杨洋 整理

学生出行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的平安幸福，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和

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5月22日，西

安公安交警碑林大队联合建国路

小学共同启动“送你一朵小红花”

护学活动，在校门口为上学期间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家长及学生

赠送“小红花”贴纸，同时登记好学

生基础信息，协调学校定期对学生

进行通报表扬，给予相应奖励。此

外，还为头盔佩戴率较高的班级颁

发“交通安全示范班级流动红旗”，

以多重奖励激发学生荣誉感，提升

同学们“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

出行”的交通理念，通过“小手拉大

手”对家长进行“反哺教育”。

首席记者 李荣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爱水、护

水、节水意识，5月23日，西安市

新城区自强路街道航建社区邀请

西安市社区科普大学优秀讲师、

西安市关工委法治宣讲团成员雷

凯来到西安市实验小学麟德校区

开展“节约用水你我他 爱水惜

水靠大家”主题宣讲活动。在四

年级教室，雷凯结合PPT，利用图

片和文字资料，向学生们讲解了

节约用水知识，引导孩子们认识

节约水资源的重要性。

实习记者 秦瑶 首席记者 李荣
摄影报道

【新闻回放】汽车消费作为大宗消费，

是当前稳经济、促消费的重要抓手。近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

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部署加快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

和乡村振兴。

网友观点：让新能源汽车下乡更顺

畅，需要政府、行业、企业等相关各方共同

努力，优化新能源汽车消费环境，给农村

消费者提供更多实惠，更好满足农村居民

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网友观点：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车

企让利，汽车下乡的目的表面看是刺激消

费。但长远来看，它必须以增进农民幸福

感为目标。未来，要想打开“汽车下乡”新

局面，必须出台更多配套措施，为农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网友观点：新一轮汽车下乡不仅能够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改善农民生活，而且

能够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件利

国利民的好事和实事。我们期待，通过政

府、汽车行业及群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能够尽快实现政策的初衷，推动国内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消费的迭代升级。

【新闻回放】《永乐大典》“湖”字册、元

刻本《西夏文大藏经扉画》、元至顺二年

（1331）刻本《永类钤方》及样式雷图档、黄

河舆图和金石拓本……近日，众多完成修

复的珍贵古籍，在国家图书馆与公众见

面，引发关注与热议。

网友观点：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

华文脉绵延数千年，古人的见闻、思考大

多积于卷帙浩繁的古籍之中。岁月流转，

书缺有间，古籍修复的意义不言自明。

网友观点：古籍文物修复是一项长期

工程，必须要有持续的人才支撑。修复已

经损坏的文物是当务之急，让古籍修复这

一非遗技艺传承后继有人，非常迫切。我

们不仅要抓好当下的文物保护，更要着手

实施文物修复的人才保护战略。

网友观点：我们对古籍的重视和复

原，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文字上。事实

上，传统文化还有很多超出平面维度的

物质载体，包括饮食、音乐、衣冠、建筑

等等生活场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

弘扬越是生活化，越是能达到可亲可感

的效果。如何进一步拓展文化空间，让

古籍里蕴藏的灿烂文化在日常生活中

得到延续，正是当下值得研究和关注的

重要课题。

送你一朵小红花

爱水惜水靠大家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济朴 记者
殷博华）5 月 21 日，记者从省文联获

悉，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广州举

行。由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推荐的

青年演员王航，凭借秦腔《诗圣杜甫》

成功“摘梅”，是本届获奖演员中唯一

的秦腔演员。

本届梅花奖共有50位优秀戏剧

演员进入初评，经投票17位演员进入

终评，历经近半月的角逐，最终有15

位获得本届梅花奖。

王航在剧中塑造了不同时期的

杜甫形象，令人眼前一亮，获得观众

和评委的一致肯定，为陕西再添一朵

“梅花”。

今年是“梅花奖”创办40周年，陕

西共有30名演员获得这一殊荣。多

年来，省文联和省戏剧家协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做人的

工作”和“创作优秀作品”一体推进，着

力出人才、出精品，为“陕西戏剧”品牌

建设夯实基础，持续举办陕西戏剧奖、

戏剧创作研修班等精品活动，为优秀

演员和后备人才搭建平台。同时，积

极推荐优秀人才、优秀作品参加全国

重大活动，屡屡摘得重要奖项。

秦腔演员王航为陕西再添一朵“梅花”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寇静 记者 王斌）5 月 23

日，2023 中国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

商洛召开，商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商洛市文化

和旅游局、商南县分别介绍了商洛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情况、旅游节系列活动特色亮点和目前筹备

情况。

据介绍，2023中国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以“相

约天然氧吧·畅游22℃商洛”为主题，将于5月25日

上午在商南县文化广场开幕，通过举办一系列节会

和宣传营销活动，进一步提升“22℃商洛·中国康养

之都”品牌内涵，紧扣“西商融合”和“双50”发展战

略，宣传商洛的好山好水好生态，推介商洛生态、文

化、旅游资源，不断激发商洛旅游市场活力，做大做

强文化旅游与生态康养产业，助推商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本届文化旅游节主要分为节前预热、开幕仪

式、节后活动3大板块。节前预热活动主要包括“寻

找商南好物”宣传推广、新闻发布会、“茶乡商南·香

飘四海”2023中国商南茶品鉴会等活动；开幕仪式

主要包括主题活动、政策发布、惠民演出、商洛康养

特色产品展示、节目创作等活动；节后活动将重点

围绕四季主题，开展“花开商洛、避暑商洛、多彩商

洛、年味商洛”4大类各具特色的营销活动。目前，

旅游节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023中国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
5月25日在商南开幕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鹏 通讯员 陈刚 记者
唐冰）5月20日，2023茶乡旅游发展大会在浙江省

杭州市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发布了全国 30 个

“多彩茶乡—特色魅力茶乡”，紫阳县榜上有名，荣

获“中国特色魅力茶乡”称号。

紫阳县位于陕西南部，北依秦岭，南靠巴山，地

处国家主体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工程重要水源涵

养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是全国两大优质

天然富硒区之一和中国富硒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纵贯全境，森林覆盖率66.2%，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平均

气温15.1℃，是天然休闲度假康养胜地。特殊的地

理位置、良好的生态条件使紫阳成为中国最古老的

北缘茶区，最早的贡茶产地，是中国名茶之乡，全国

重点产茶县。

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 25.9 万亩，年产茶 1 万

余吨，茶叶综合产值达 60 亿元。紫阳县也成功创

建“全国富硒茶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相继获得

“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业发展示范县”

“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中国最

美茶乡”、全省现代农业（茶叶）全产业链典型县

等称号；2018 至 2022 年连续五年荣膺“中国茶业

百强县”。

紫阳获“中国特色魅力茶乡”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李彦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5月22日，由省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2023陕西“博物馆与美好生活”文博之夜系列活

动在西安博物院拉开序幕，一系列活动为观众打造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

活动现场，省文物局为陕西省第四批社区博物

馆、“陕西省青少年文博素养培育基地”授牌，发布

“周知礼”“秦威武”“汉英俊”和“唐美丽”虚拟数字

推荐官，启动首届陕西文物数字文创大赛。西安市

文物局分别与西北工业大学、西安音乐学院、西安

文理学院、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西安旅游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进一步

助推和提升西安文物事业的跨界融合，让文物不

断“活”起来。

据悉，举办此次文博之夜活动，旨在让观众与

博物馆建立更深维度、更宽广度、更有温度的连接，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自豪感和幸福感。

陕西“博物馆与美好生活”
文博之夜主题活动举办

“信访工作曾一度被称为‘天下第

一难事’，累心和费力是大家对这项工

作的评价，但我却不这么认为。”5月20

日，提起信访工作，安康市岚皋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信访局局长鲁伏虎认

为，一件信访案的成功办理，可以“捂

热”一颗群众愁盼的心，甚至“拯救”一

个家庭。

“我曾用了近3年时间，让一位高龄

老人重拾生活的信心。”鲁伏虎说。

2012 年 12 月 25 日，担任县信访局

局长刚三天的鲁伏虎，一上班就碰见了

前来上访的县电信局73岁下岗职工吴

正保。1987 年，因单位改制，从事机线

员工作的吴正保被迫下岗。他此次上

访的目的，是希望单位能够增加每月的

补贴费用。听完吴正保的反映后，初来

乍到的鲁伏虎立刻决定亲自“上阵”。

为妥善解决老人的诉求，鲁伏虎4次

到吴正保家里，详细了解老人情况，并

协调县政法委、县政府办等单位，前往

县电信局沟通。

2012年，老人每月可领取740 元生

活补贴 ，他的老伴和长子已相继去

世，与老人一起生活的次子靠跑摩的

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两

人日常开支。

随后，鲁伏虎联系了县政府相关

部门协商此事，但等到的结果却是无法

处理，加之责任单位县电信局属报账制

单位，针对吴正保所反映相关问题的处

理权归省电信局，导致信访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

“只要肯想，一定有解决办法。信

访工作靠的就是一双腿、一张嘴和一颗

为人民服务的心。”鲁伏虎说。

2012年至2015年，鲁伏虎把搜集好

的各项材料进行了数十次完善和详细

整理，县上无法解决，他就向市里和省

里反映，分别到市信访局专题汇报了三

次，到市电信局协调了三次。

2015年，在鲁伏虎的多方沟通和努

力下，吴正保的信访诉求受到了省信访

局的重点关注。2015年3月31日和4月

27日，省信访局督查室先后主持召开了

两次专题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5 年 5 月 4 日，陕西省处理信访

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

室形成了《关于吴正保信访事项专题会

议纪要》，鉴于信访人家庭生活实际困

难，决定在其现有生活补助标准及有关

待遇的基础上每月增加1000元补助，其

中单位承担600元，县政府补助400元。

近 3 年的努力，吴正保从一开始的

不抱希望，到诉求得以解决，他激动不

已，并坦言，是鲁伏虎让自己重拾了生

活的信心。

“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信访工作的

不易，但是也让我更坚定了做好这份工

作的心。”鲁伏虎说，要想做好信访工

作，一身韧劲少不了。

从事信访工作11年里，鲁伏虎共计

接待群众上万人，直接参与化解大大小

小矛盾纠纷2000余件，10多次带队到北

京、内蒙古等地为外出农民工维权，为

群众争取利益2300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提高信访工作能力，鲁

伏虎还热衷钻研《信访工作政策汇编》

《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及依据汇编》等书籍，并根据自己的工

作经验，制定并完善了《信访“五个一”

工作机制》和《三调联动 123456 矛盾纠

纷化解工作机制》等信访工作机制，取

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和社会反响。

2022年5月，在第九次全国信访工

作会议上，鲁伏虎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信访局联合表彰为“全国信

访系统先进个人”。

□ 记者 殷博华

本报讯（首席记者 李荣）5月22日

是第23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日，由

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5·22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启动仪式在秦岭野生动物园举

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孙丽出席并宣

布仪式启动。

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晓军介

绍，近年来，陕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构建具有

陕西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政

策体系，生物多样性实现恢复性增长。

目前，我省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

932 种；以大熊猫、羚牛、金丝猴和朱鹮

为代表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计

156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55种。种子

植物4600余种，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314种，中药材3291种，已知大型

真菌资源达394种。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不

断完善。我省印发进一步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修订并严格落实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

省湿地保护条例》《陕西省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等法

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

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不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

局。我省建立213个自然保护地，其中

国家公园 1 个、自然保护区 43 个、自然

公园169个（风景名胜区28个、森林公园

82 个、地质公园 14 个、湿地公园 43 个、

沙漠公园2个）。组织实施珍稀濒危野

生植物就地迁地保护工程，持续开展大

熊猫、朱鹮、林麝等珍稀物种人工繁育

和野化放归，取得显著成效。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我

省开展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原、湿

地等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持续加强

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治，全省松林

监测覆盖率达到100%。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

我省建立各类野外研究监测基地，如凤

县林麝养殖科学研究与示范基地、佛坪

秦岭珍稀保护动物野外研究基地、宁陕

大鲵野外科学研究基地、镇巴县林麝繁

育研究基地等野外科研基地以及陕西

首个“中草药种植鼠害生态防控技术研

究工作站”，为扎实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我省

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等系列执法行动，对影响野生动植物及

其栖息地保护、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类违

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查处。截至目前，

国家下达我省的2770个线索中，问题整

改完成率达 99.6%。我省还先后开展

“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专项行

动”、“绿剑行动”、“天网行动”、“利剑行

动”、重点水域巡航检查、“四清四无”排

查等一系列专项行动，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各项措施为推

进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孙丽表示，COP15 大会通过的“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

今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

图。陕西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要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作出陕西贡献，体现陕西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