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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智：让非遗“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刻字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和速度，

注意文字内外线的刻画与字形特点。”

11 月 30 日，在富平县实验中学“石文化”

活动课上，田文智认真指导学生进行石刻

创作，遇到有困难的学生，他还会主动接

过刻刀做示范。

田文智是富平县实验中学“石文化”

社团的辅导老师，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8年级学生陈瑞（化名）说，田老师除了教

给大家石刻的技能、技巧，还为大家普及

石刻文化，每一堂课都收获满满。

“我从小就对石刻有着浓厚的兴趣，

对于这项传统非遗文化，我既是继承人，

也是传承者。”田文智说，自己此生最大的

愿望，就是引导爱好石刻的学生把石刻技

艺发扬光大。

田文智出生于富平县万斛山下的老

庙镇，祖父就是一名石刻手艺人，经常帮

左邻右舍雕碑刻字，有时还会雕刻一些石

狮子等工艺品。祖父的技艺让幼年的田

文智充满了敬佩和羡慕，随后他便跟着祖

父潜心学习石刻。

上中学时，田文智已可以独立完成些

许简单的石刻作品，如汉字、花鸟图等。

1988年参加工作后，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

练习石刻，经常向学生分享石刻经验。

2021年，学校成立“石文化”社团，他便担

任授课教师，把石刻技艺和赏石经验倾囊

相授给学生。

“学习石刻需要从4个方面入手，会选

材、懂工具、能雕刻和善保养，四者缺一不

可。”田文智说，学雕刻首先要学习理论，

而后再进行实操。

在石刻教学中，常见的线条为弧线、

直线和圆状，刻线的方法分为斜刀法和单

刀法两种。学习石刻时，首先必须保持手

腕的稳定性，而后是切削、雕刻的力度和

速度，以及控制刀具的深度和方向，要想

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就必须勤学苦练。

8年级学生王强（化名）加入社团后，

一直掌握不好线条雕刻的力度，刻出的线

条深浅不一，尤其是在用刻刀勾勒弧线

时，总是缺少美感。

为引导王强学好石刻，田文智每次上

课都是手把手教，从横练到竖，再握着他

的手进行弧线刻画，让他感受握刀的力度

和下刀的速度，还时常给他分享一些石刻

书籍或视频，鼓励他刻苦练习。

在田文智的教导下，如今的王强已成

为社团里的骨干，不仅熟练掌握了石刻技

巧，有时还给新来的同学传授经验。“田老

师授课时，用心更用情。”王强说，面对大

家的问题，田文智从来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8年级学生刘静（化名）家里经营着一

家石刻厂，她从小就对石刻很感兴趣，并

有一定雕刻基础。在教学时，田文智为了

让她全面了解石刻知识，不仅抽时间给她

补习理论，还时常熬夜为她打磨作品，主

动和她父母沟通交流，鼓励她前往更高平

台深造学习，去更大舞台展示自己。

多年来，田文智积极收集学生的教学

反馈，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他用时3年收

集素材、拜访名家、总结经验，精心编写了

石刻教材《富平石刻艺术》，并创作了《大

禹治水》《采莲图》《长安乐舞》等石刻作品

供学生们学习。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的

石刻作品多次获奖。

“通过弘扬石刻文化，既能让学生开

阔视野、陶冶情操，又能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田文智

说，只要学生愿意学，自己就会扎根三尺

讲台，把石刻技艺传承下去，让石刻文化

发扬光大。

□ 记者 殷博华

近日，在靖边县天赐湾镇许台村，伴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

收机在地里来回穿梭进行残膜回收作业，

农田残膜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

收到后置的聚膜筐里，机械所过之处干

净、平整。

被残膜回收机清理过的田地，村民还

会再次进行捡拾，这种“机械作业+人工捡

拾”相结合的方式，既提高了农用残膜清

理的效率，又提高了农用残膜清理的质

量。回收的农用残膜将被集中运送到该

县农用残膜回收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

无害化处理。

2022-2023 年，靖边县共回收废旧农

膜639.09吨，探索形成了“政府扶持、企业

运作、属地管理、地膜使用主体参与”的

“四位一体”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基本

实现了地膜科学使用和有效回收再利用，

让废旧农膜“变废为宝”。

“以前残膜留在地里，被风吹得到

处都是，不仅影响人居环境，还危害土

壤结构，影响来年庄稼产量。自从倡导

回收残膜，并给购置新型膜茬分离残膜

回收机给予政府补贴后，大家积极性

都 很 高 。”靖 边 县 许 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孙更红说。

农膜具有显著的增温保墒、抗旱节

水、增产增收作用，是农业增产的重要保

障之一。靖边县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耕

地面积 168 万亩，对农膜覆盖技术依赖

程度高，2023 年，全县农作物覆膜面积

49.29万亩，地膜年使用量达1741.44吨。

目前，靖边县共建设了 7 个残膜回

收网点，加大农用残膜回收力度，并建立

废旧农膜机械购置监测补贴体系，2022

年、2023年两年共补贴膜茬分离中、小型

残 膜 回 收 机 28 台 ，补 贴 资 金 30.74 万

元。机械回收实行政府补贴+农户自筹

的方式，农户每亩自筹 20 元，政府每公

斤旧膜补贴 10 元，两年时间，补贴资金

达460多万元。

上秤、对账、装车……连日来，位于靖

边县经开区的华伟塑业废弃农膜专业化

回收网点异常热闹，来此“以旧换新”的农

户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将废弃农膜进行分

类称重、登记结算。

“春播秋收是废弃农膜捡拾、回收的

关键时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废旧

残膜回收，既保护了环境，也给我们企

业 增 加 了 效 益 。”回 收 网 点 负 责 人

贾 瑞贵说。

“通过实施农膜以旧换新置换服务，

对人工捡拾达标残膜由企业按3:1的置换

标准给予兑换新膜，对各回收网点收回的

废旧农膜按照每吨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

贴，这样既鼓励了农民残膜回收的积极

性，也保护了环境。”靖边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李旭说。

靖边县对农膜回收的补贴政策扶

持力度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经过

几年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废旧农膜回

收利用的“靖边模式”。经抽样调查，

2023 年全县农膜回收率预计可达 83%，

农膜残留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为加快推

进全县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力支撑。

靖边：让废旧农膜“变废为宝”支持农业绿色发展
□ 记者 许鹏 通讯员 陈治武 沈蕙

我省将迎入冬
最强雨雪寒潮天气

本报讯 （记者 闫智）12 月 11 日，记者

从省气象局获悉，受高空槽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预计12日夜间至15日，我省有一次明显

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

据了解，雨雪主要时段在13日夜间至14日

白天，陕北、关中北部、商洛小到中雪，其中，

关中北部、商洛北部、秦岭山区有大到暴雪，

秦岭东段局地大暴雪；关中南部小雨转雨夹

雪或小到中雪；汉中、安康小到中雨转雨夹

雪，局地大雨。积雪深度陕北、关中北部、秦

岭山区 5-8cm，秦岭东段局地可达 10cm 以

上。另外，13日夜间至14日早晨，秦巴山区

局地有冻雨。

此外，受强冷空气影响，15-20日全省大

部地区维持低温天气，其中，14-17日有一次

强寒潮过程。过程日平均气温陕北下降

14℃～16℃，局地可达16℃以上；关中北部、

秦岭山区下降8℃～12℃，关中南部、陕南下

降 6℃～8℃。最低气温出现在 17 日早晨，

陕北北部-24℃～-21℃，局地低于-26℃；

陕 北 南 部 -20℃ ～-17℃ ，关 中 北 部 、商

洛-14℃～-10℃，关中南部-9℃～-7℃，汉

中、安康-6℃～-4℃。14-15日陕北、关中、

商洛有5-6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

省气象局专家提醒，我省大部旅游景区

将受到雨雪、大风、寒潮的影响，近期出行的

旅客需合理安排旅游线路，尽量避开受雨雪

天气严重影响的路段，并注意防寒保暖。此

次降温幅度大，流感、呼吸道及心脑血管等

疾病风险增加，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防范

和减少流感、呼吸道等疾病发生。

本报讯 （记者 蒋维博）12 月 11 日，

2023 年全国射箭锦标赛（室内）在铜川市全

民健身馆正式开赛，共有来自全国36支代表

队的530人参赛。

2023 年全国射箭锦标赛（室内）由国家

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

协会主办，由陕西省体育局、铜川市人民政府

承办，是国家级射箭项目最高级别赛事之一，

同时也是国家唯一一场室内赛。在为期7天

的比赛中，运动员们将分别就男女反曲弓、复

合弓个人赛、团体赛以及混合淘汰赛等项目

展开角逐。开赛首日，江苏省射箭队女子反

曲弓运动员陈雅婷以591环（满环600环）的

优异成绩打破全国纪录。

2023全国射箭锦标赛（室内）
在铜川开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璋 记者 樊星）
12 月 5 日至 8 日，渭南市检察院组织成立

2 个考核验收组，对全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

2023年度训练工作进行全面考核验收。

本次考核验收将严格按照最高检《人民

检察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检察机关司法

警察2023年度训练考核验收方案》和省检察

院《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2023年度训练考

核验收方案》《关于对全省检察机关2023年

度司法警察工作进行考核验收的通知》的

要求进行。考核验收组严格考核规程和

评分标准，提前下发考核验收流程，明确考

核时间、内容、方法、程序及相关要求，先后对

组训情况、基础理论、体能和基本技能、最小

作战单元处置技战术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考

核。全市检察机关司法警察严格遵守考核纪

律，服从考核安排，以高昂的斗志、优良的素

质，充分展示了日常训练成效，圆满完成此次

考核任务。

下一步，渭南市检察院法警支队将根据

此次考核验收情况，进一步做好弱训科目的

补训强训工作，认真梳理总结司法警察训练

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和经验做法，深入研

究加强改进举措，不断提升司法警察队伍整

体素质和警务保障能力。

渭南市检察院组织开展
司法警察2023年度训练考核验收

声明
西安同辉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注册

号：610132100009260，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现申请注销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张旭，成员张旭、刘江，特此声明。

（上接第1版）
财政支出方面，全国财政支出从2013年

的约14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6.1万

亿元，教育科技、基本民生、农业农村等

重点领域支出有力有为。

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

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连续实施大规

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GDP比重从

2018 年的 17%左右已下降至 2022 年的

13.8%;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较好保障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10年来，财政宏观

调控不断完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复杂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坚实支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1.3万亿斤以上：粮食产量
连续9年稳产增产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

地严重洪涝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全国

粮食再获丰收，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

年增加177.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

近年来，面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农

资价格高企等形势，我国粮食生产稳产增

产、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为稳预

期、稳物价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着力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

多增产。农业农村部推动南方省份发展

多熟制粮食生产，实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

工程，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大食物观逐步

树立，各地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

在措施上，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物质基础：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

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

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在政策上，加快健全机制保障：健全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资保供稳

价应对机制，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制考核。

粮稳天下安。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万亿元：科研经费创新高
创新驱动显成效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 2012 年的

1 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万亿元，研

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

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

升至6.3%；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与

挑战，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创新第一动

力作用日益凸显。

2022 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 155.7，比

2021 年增长 5.9%；自 2015 年以来年均增

长 6.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跃升，

我国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

一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36个中高

收入经济体之首。

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2022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10084亿元，

相当于 GDP 的比重为 17.36%，比 2015 年

提高2.6个百分点。以“三新”为代表的新

兴经济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已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

的重要力量。

10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

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

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

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

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

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

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

58亿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加快形成

10 年间，中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

增速支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

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

超额完成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 40%

至 45%的目标，累计减排二氧化碳 58 亿

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和清洁发电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稳定经济运

行的同时，全国上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21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26.4%，

年均下降3.3%；在此基础上，2022年，能耗

比上年下降0.1%。

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截至 2022

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10年增长2.8倍、

达到12.7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49.5%；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7.8 个百分点、达

到17.5%。能源安全保障迈上新台阶，煤、

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

应体系不断完善。

创新发展走上新赛道，清洁能源产业

形成全球领先优势，高效光伏发电、大容

量风电、“华龙一号”核电、新型储能等新

技术研发应用加快推进，能源发展新模式

新业态不断涌现。

污染治理成效继续显现。2022 年，

全 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

（PM2.5）年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3.3%。

地表水环境继续改善。3641个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

比例为87.9%，上升3个百分点。

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巩固。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治理，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10 年来，全国累计完成造林 10.2 亿亩，

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第一。

超600万公里：综合交通
网络四通八达

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里，其中铁路运营里程15.5万公

里，公路通车里程535万公里；港口拥有生

产性码头泊位 2.1 万个，民用颁证机场达

到254个……

截 至 2022 年 底 的 数 据 ，我 国 建 成

“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

级港口群”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开通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 300 余

条，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

海国家，国内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定期航班

通航62个国家的153个城市，邮政快递通

达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培育新优势，助力实现“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

补短板、锻长板，传统基建持续发力；

促发展、增后劲，新基建提供强大支撑。

截至今年 10 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321.5 万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突破；5G 由生产外

围向核心控制环节延伸……我国已建成

全球最大光纤网络，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前所未有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正在形成；全球电压等级

最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

的特大型电网已经建成……10年间，在重

大交通枢纽工程、水利工程、信息基础设

施、国家战略储备等方面，我国取得了诸

多世界领先成果，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

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齐中熙、
魏玉坤、申铖、陈炜伟、姜琳、潘德鑫、邹多为、
叶昊鸣）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