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三宝 通讯员
康亮亮）10 月 28 日 ，在 第 二 届

香 港 紫 荆 花 国 际 电 影 节 颁 奖

盛 典 上 ，由 榆 林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乡村振兴局，佳县县委、县政府

等联合摄制的电影《高高山上

一 头牛》，荣获“最佳乡村振兴

影片奖”。

电影《高高山上一头牛》以

“中国美丽乡村”佳县赤牛坬村

脱贫奋斗历程为故事原型，讲述

了赤牛坬村干部群众响应“我的

家乡我建设”号召，推进赤牛坬

振兴发展的感人故事，再现了村

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团结一心、

砥砺奋斗，将一个自然条件恶

劣、资源极度匮乏的古老村落，

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乡村振兴

典范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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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联名提案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 记者 殷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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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宠物伤人”悲剧不再发生

今年前9月
陕西破获刑事案件35644起

□ 杨洋 整理

10月16日，四川崇州市一小区一名

2 岁女童遭一只黑色罗威纳犬袭击，致

孩子全身多处被咬伤。这起恶犬伤人

事件引发公众的极大关注和愤慨。舆

论在关心女童伤情之余，也对该事件发

生的原因、养犬者应担负的法律责任等

进行了追问。

有受访者呼吁，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禁

养犬只目录。同时，希望城市管理者加强

犬只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切实为市民提

供一个文明、安全的生活环境，让“宠物伤

人”悲剧不再发生。

遛狗不拴绳现象普遍存在

近日，记者走访西安多处公共场所，

发现遛狗不拴绳现象普遍存在。

10 月 21 日，在西安市雁塔北路，一

位市民带着两只泰迪犬在街上遛弯，两

只泰迪犬在主人旁边蹦蹦跳跳，身上没

有拴绳。在西安市雁南路，一位中年妇

女带着一只没拴绳的中型犬走在街上，

有市民大老远就把孩子藏在身后。“不害

怕，我家狗狗可乖了！”面对路人的质疑，

犬主人回应道。

提起小区有居民养狗不拴绳这件事，

家住西影路某小区的吴阿姨说，自己居住

的老小区老年人多，有些居民在小区遛狗

时经常不拴绳，有时会有居民善意地提

醒，但有的人照样我行我素，对此大家深

感无奈。

市民王先生说，他住的小区有几只中

大型犬，每天清晨和主人一起乘电梯出门

遛弯，有时赶上家长急着送孩子去上学，

到底上不上电梯就十分纠结。

2021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施行。其中，

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

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

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

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要

求，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

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

人、疫病传播。

业内人士指出，新动物防疫法的实

施，对文明养宠起到了规范作用。

《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规定：西安市

三环路以内区域及三环路以外的城镇居

民居住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幼

儿园、医院、文物古迹保护区、风景名胜游

览区等区域为重点限养区；其他区域为一

般限养区。重点限养区内禁止个人饲养

烈性犬、大型犬。单位饲养或者一般限养

区内个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的，必须实

行拴养或者圈养。

多位市民表示，养犬者要切实做到依

法、文明养犬，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同时，要加大监管力度，切实让法律法规

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落实。

文明养犬加强监管很重要

10月24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葛廷帅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可以从收养、遛养和流浪狗管理

等多个方面加强对犬只的管理，避免类似

悲剧再次发生。

葛廷帅认为，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禁养

犬只目录，严格禁养烈性犬只，规范宠物

犬交易市场，建立规范的线上线下宠物犬

交易平台。同时，做好宠物犬的管理登

记，为每一只宠物犬植入安全芯片，内置

宠物和宠物主人的信息。

针对公共场所遛狗问题，葛廷帅建

议，应指定区域，避免在生活区或人群密

集区域遛宠物犬。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

督，加大处罚力度，鼓励市民举报遛养禁

养犬只、虐待犬只等行为；建立正规的宠

物收容场所，对无人看管犬只，可安置到

指定的宠物收容场所。

爱犬人士张先生说，作为宠物饲养

人，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出门一定要给

爱犬拴好绳看管好，不能让自己的爱好成

为别人的痛苦。

多位受访市民表示，希望街道、社区

等相关部门加强犬只管理，加大宣传力

度，将政策实实在在地落实下去，确保公

共安全。

□ 记者 李彦伶

家庭露营、放风筝、逛公园……10月

28日，记者在西安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看到，随着近期天气好转，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美好时光。

“愿每天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西安

市民崔斌说，去年西安雾霾严重，偶尔天

气好时才敢带孩子出门，希望政府能持

续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让群众享受到更

多的蓝天白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

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汾渭平原是黄河流域汾河平原、渭

河平原及其台塬阶地的总称，包括山西

省的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河南省的洛

阳、三门峡，陕西省的西安、宝鸡、渭南、

咸阳、铜川等11个地市，是国家确定的打

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近年来，陕西

铁腕治霾全力攻坚，相继印发《陕西省

“治污降霾·保卫蓝天”五年行动计划

（2013—2017年）》《陕西大气污染治理专项

行动方案（2023—2027年）》等，以最严的大

气污染防治举措，勠力同心保卫蓝天。

“加强陕西大气污染治理，事关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省政协委员、

审计署西安特派办一级巡视员王磊说，

近年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陕西

大气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需进一步

加强。

为全面了解陕西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有关情况，王磊前往咸阳、渭南和宝鸡等

地深入调研。

“调研中发现，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向源头治理类项目倾斜不够，关中地区

煤炭消费量未得到有效控制，试点城市未

统筹推进清洁取暖和建筑节能改造工

作，这些是陕西存在的突出问题。”王磊说。

今年省两会，王磊与省政协委员、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任勇，

省政协委员、陕西蔚蓝节能环境科技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伟联名提交了

《关于汾渭平原陕西关中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的提案》，为推进陕西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鼓与呼。

提案建议，陕西相关部门应在中央大

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向和项目安排上，进一

步突出污染防治源头治理，强化项目储备

和资金分配管理。严格煤炭消费减量替

代，深挖六大高耗能行业等重点领域节能

潜力，督促有关试点城市统筹推进清洁取

暖与既有建筑能效提升改造。

提案交办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

度重视，积极回函答复。省政协提案委

员会还以重要提案摘报形式将提案报送

省政府，并得到省上领导的批示。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表示，将加快

解决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未同步推进清

洁取暖与建筑节能改造，资金安排不

足、工作推动力度不够等问题，积极推

进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工作，提高建筑

节能改造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操作

性，不断提高房屋节能水平，达到建筑

能效提升 30%。同时，与省财政厅沟通

协调，加大财政资金支持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工作力度，健全与发改、财政、

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动机制，统筹推进

清洁取暖与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

实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持续加强中央生态

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建设的通知》，将持

续开展年度监督检查和绩效自评工作。”

王磊说，此外，省生态环境厅还将优化项

目审核流程开展预审工作，加强政策解

读和指导帮扶，加快项目落地，有效削减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已制定印

发年度非电煤消费控制目标，将进一步落

实完善煤炭消费年度目标细化到企业的制

度，强化源头管控、严格项目准入，从严控

制“两高”项目企业新增产能，压减过剩产

能存量项目。会同省级相关部门加大核查

力度，对数据造假行为“零容忍”，从严从快

处置，并将不良记录纳入省信用平台。

“提供一碗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

压力，但能够让一时遇到困难的人吃上一口

热乎饭、喝上一碗暖心汤，让他们在收到来

自他人的善意后，将来能够传递这份善意去

帮助别人。”提供“爱心一号餐”的店主沙克

剑说。

10月21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市长乐

西路的南阳老字号牛肉汤秘制烩面店，看到

门口张贴着的“爱心一号餐”告示：“人难免

会有困难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工作人员来

份一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不用客气。在以

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好人一生平安！”

“疫情期间，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全国

有很多店家都在自发做好事，为遇到困难的

人伸出援手。”说起缘何在餐馆设置“爱心一

号餐”，另一位店主李志刚说，在经营期间，遇

到过有困难的打工人、拾荒者、孤寡老人到

店里询问，能否免费提供一顿餐食。经过商

量，店里去年开始推出爱心餐。

沙克剑回忆道，2020年的一天中午，他看到

有位穿着破旧衣服的中年男子在店门口徘徊，

后来男子鼓起勇气问能否给碗汤面充饥，他

连忙吩咐后厨做了份优质餐端给这名男子。

沙克剑通过聊天得知，中年男子来自山

东，由于在西安打工遇到经济问题，一天没

吃上饭，迫不得已才到店中求助。“那位大哥

用餐时眼睛微红，吃完饭后主动收拾好餐

桌，并向我鞠了一躬才离开。”

“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李志刚

说，告示张贴后，有些人进店后还不好意思讲，遇到

这种情况，我们都会主动上前询问。

“其实，‘爱心一号餐’与餐馆热销餐食品质并无

区别，只是为了区别收费与否确定的叫法。”李志刚

说，自从张贴告示后，他们在每天的早会上都叮嘱店

员不能区别对待用餐客人。

考虑到避免伤害寻求帮助者的自尊，两位店主

将“爱心一号餐”设置在扫码点餐中，这样客人无需

开口就能吃上爱心餐。

除了店内设置爱心餐，两位店主还经常帮助附

近的居民。

“附近小区有位拾荒老人经常到店里要水瓶、纸

箱。”李志刚说，餐馆不卖隔夜烧饼，一些剩余烧饼浪

费了挺可惜的，烤一烤吃起来是一样的。后来和拾

荒老人熟悉了，老人说烧饼味道很好，自己就不定期

去老人家中送些烧饼。

“作为一名外乡人，希望通过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把家乡的热情播撒在外，给暂时处于困境的人带

去温暖。”李志刚说，不管将来是开分店还是有意加

盟，“爱心一号餐”作为店规都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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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李济朴 记者 闫智

本报讯（记者 唐冰）10月31日，省委宣传部、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贯彻二十大精神 深化‘三个

年’活动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系列新

闻发布会，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尚伟表示，今年

1至9月，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35644起，

查处治安案件120368起。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

先后组织开展春季社会治安清查整治专项行动、春

季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行动。其中，“夏季行动”期间，组织侦办全

国集群战役案件三波次10起，组织省内集群战役16

起、区域会战11场，开展13次夏夜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全省刑事立案同比下降14.5%；发现受理治

安案件同比上升6.5%；110接警同比下降2%，全省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在打击经济和知识产权领域违法犯罪方面，全省

公安机关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812起，涉案总价值

36.6亿元，挽回经济损失8.7亿元；侦办食药环和知识

产权领域犯罪案件105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68人，

打掉团伙窝点316个，涉案价值6.7亿元。在持续推

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打掉涉黑犯罪组织1个、恶势力组织77个，破获九类

涉恶刑事案件2401起，抓获涉案成员4697名。

同时，不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17.83 万起，全省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四项指数”全面

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10.9%、14.4%、12.1%、10.2%，

“减量控大”工作排名全国前列，7月份排名全国第

一，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讯（实习记者 白小芳 记者 贺鹏飞）10月

31日，记者从延安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看病累”问题，今年以来，延安市成功争取

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顺利

入选国家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名单，

积极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为进一步

推动全市卫生健康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延安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翟建军介绍，

近年来，延安市全面落实政府办医主体责任，完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市级层面，明确各医疗机

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契机，转变发展模式，

打造陕北地区疑难重症、人才培养、科研教学中

心，充分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延安市人民医院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

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努

力实现大病不出市；加大对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发

展指导与扶持力度，突出中医特色，提升中医诊疗

能力，目前已成功创建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扶持

市级传染病、精神病、妇幼、口腔等专科医院发展；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医疗卫生机构，新增民

营专科医疗机构1家，增加床位299张。在县级及

以下层面，持续强化县级医疗机构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急危重症抢救、疑难病转诊能力，目前13个

县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二甲水平，全市99所建制

镇卫生院均达到规范化水平，建成1746个标准化

村卫生室，近百辆“流动医院”服务车巡回为偏远

乡村群众上门提供专家诊疗、签约服务及疾病筛

查等，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延安市初步形成市县综合医院齐头

并进、专科医院错位发展、基层医疗机构有效支撑、

民营医院积极补充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市域内就诊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延安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记者 蒋维博）10月31日，铜川市召开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化‘三个年’活动”系列新

闻发布会，铜川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秦创原铜川创

新驱动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宋鑫介

绍了有关情况。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工作启动以来，铜川

市全面推进秦创原“三项改革”成果转化试验区建

设，承接的23个“三项改革”科技成果转化项目，7

个已落地转化。培育孵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2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增至263家，高新技术企业

增至147家。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高价值专利同比分别增

长38.46%、40.98%、39.59%、57.89%。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针对铜川光电子产业瓶颈环节重点部署项目

9个，集中开展光电子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

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截至目前，新增产值2.11亿

元，填补产业空白5项。实施揭榜挂帅攻关课题，

开展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超长特种

铝型材制造和表面处理技术”等“卡脖子”难题

4 项。37家企业被列入省级知识产权贯标计划，5

个项目获批省级专利转化专项。

据了解，铜川市以秦创原“三项改革”成果转化

试验区建设和国家高新区、省级农高区创建为抓

手，筛选与三大产业集群契合度高的25所“三项改

革”试点高校院所，畅通平台通道，夯实产业承载，

补齐人才短板，提升转化效能，为创新驱动推动铜

川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科技支撑。

秦创原“三项改革”
为铜川转型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新闻回放】近日，民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1部门

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行动方案》，计划到2025年底全

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

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形

成一定规模。到2026年底，全国

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

一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

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网友观点：老年助餐服务是

一项既暖胃又暖心的重要民心

工程。既然《行动方案》已颁布

实施，接下来，各级政府要充分

发动全社会力量，动真情、用真

心、下真功，不折不扣地加以贯

彻落实，让老年人充分享受社会

发展红利，乐享幸福“食”光，实

现老年助餐服务办得起、办得

好、办得久。

网友观点：民以食为天。看

似简单的一顿饭，关系着老年人

的幸福感、获得感。《积极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作出的一

系列安排，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

餐提供了便利，是一项深得人心

的民生工程。各地应结合实际制

定规范，指导相关机构做好老年

助餐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更丰富、

更多样、更优质的菜品和服务。

同时，还应严把每一道关口，守护

好“舌尖上的安全”，让更多老年

人在家门口品尝幸福滋味。

网友观点：人间冷暖见温

情。“夕阳事业”从来都是民生工

程中的大事。推动老年助餐服

务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

必须要有、必须办好的硬指标。

各地应潜心深耕老年助餐这份

爱心事业，统筹各方面力量，动

员全社会参与，灵活多样创新服

务方式，把这件连着千家万户、

关乎百姓的民生实事持续办实

办好，托举起老年人“舌尖”上稳

稳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