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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区贾村镇

治理实行积分制 文明乡风扑面来
本报讯 “现在村民每天

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房前

屋后的卫生，把垃圾分类投

放到收集点的垃圾桶，村容

村貌变化非常大……”11 月

17 日，记者在陈仓区贾村镇

杜家凹村采访时，不少村民

如是说。陈仓区贾村镇在 21

个村实行乡村治理积分制，

以积分兑换日用品的形式培

养村民生活好习惯，弘扬乡

村好风气，处处能感受到浓

浓的文明乡风。

贾村镇的乡村治理积分

奖励分为环境卫生、平安建

设、乡村振兴、文明家庭和公

益美德五大类，按百分制各

类各占 20 分，各村建立积分

管理台账，根据村民的具体

表现和实际效果等分类量化

打分，对违反乡村治理有关

规定的进行扣分，最终以家

庭为单位，按积分高低在村

上的爱心超市兑换相应的日

用品。爱心超市的物品主要

以各村动员各级组织、社会

各界、社团组织自愿捐赠的

生活用品为主。“积分制特别

好，这实际是让大家明白什

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对在乡

村传递弘扬正能量、移风易

俗破陋习作用非常明显。”杜

家凹村村民容洋在爱心超市

兑换日用品时开心地说。

记者在贾村镇多个村子

走访，时时能看到乡村环境

整治的喜人效果，也感受到

了村民谋发展促振兴的精气

神。贾村镇党委书记吴李彬

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通过

积分制树立典型，形成比学

赶超的风气，调动了群众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谭逊

我市两处古树获评
全省有故事的古树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

林业局了解到，在全省“有故

事的古树”评选活动中，陈仓

区吴山茅栗古树群、太白县

黄柏塬千年银杏等 2 棵（处）

古树获得全省“有故事的古

树”称号。

吴山茅栗古树群位于陈

仓区新街镇庙川村大场下，分

布面积为 215 亩，总株数 276

棵，为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农

民经营的个人栗园，2013 年

被市政府认定为古树（名木）

群，最大树龄293年，平均树龄

151年，平均胸径达55.6厘米。

黄柏塬千年银杏位于太

白县黄柏塬镇皂角湾村，这是

一棵千年雌株古银杏树，其主

干又合抱一棵雄性银杏，雄花

雌果，雌雄一体，甚为奇异，被

当地人称为合欢树、鸳鸯树。

吴山茅栗古树群、黄柏塬

千年银杏本次获评全省“有故

事的古树”，对进一步强化全

市森林资源管护及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提升宝鸡生态旅游

品牌知名度等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本报记者 魏薇 太白县黄柏塬千年银杏

讲好宝鸡古树的故事
胡宝林

古树是生态遗珍、乡愁
载体、文化符号，是一个地
方的名片。做好古树保护工
作，对弘扬生态文明、发展
地方旅游、推进乡村振兴具
有独特意义。近日，在全省

“有故事的古树”评选活动
中，我市陈仓区吴山茅栗古
树群、太白县黄柏塬千年银
杏等 2 棵（处）古树，获评全
省“有故事的古树”，引起
全省关注。我们应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夯实古树保护的
基础工作，讲好宝鸡古树的
故事，让古树成为展示宝鸡
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展现宝
鸡深厚历史文化的魅力符
号和名片。

摸清宝鸡古树家底。古
树的数量是动态的。按照标
准，有些树木的年龄达到古
树的标准，应该及时纳入统
计，予以建档并挂牌保护。

个别古树死亡的，应该及时
从档案中予以剔除。整体
上，做到有一本“明白账”。
特别是对于即将达到古树
标准的“准古树”，应该提前
予以关注、保护，建立基础
信息底档，使古树建档工作
基础更扎实，落实更从容。

做好古树保护工作。我
市的古树走过上百年甚至
上千年的岁月，经历过无数
风风雨雨和雷电、火患的威
胁，是无数先辈精心保护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好古
树保护工作，让古树根深叶
茂，传留后辈，造福后世子
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现在，古树基本

都已挂牌保护，但是不能牌
子一挂平时不管，而应该切
切实实负起保护责任，及时
除病害，及时浇水，让其健
健康康生长。政府有关部门
要定期检查，对保护古树不
力的单位、村子、责任人要
追究责任，真正使古树保护
责任落实、见效。

把宝鸡古树的故事讲
出去。宝鸡是炎帝故里、周
秦文化的发祥地、关学的创
立地，文化底蕴深厚。在宝
鸡，有故事的古树不光有陈
仓区吴山茅栗古树群、太
白县黄柏塬千年银杏树，像
钓鱼台的唐柏、张载祠的张
载手植柏等一批古树名木

都有动人的故事，还有好多
乡间古树也有动人的传说。
我们不光要注重古树的生
态作用，还要探究其文化底
蕴，充分发挥其作为乡土教
材，传播传统文化、生态文
明的作用。近两年，宝鸡日
报全媒体开展“寻找宝鸡古
树”行动，为宝鸡古树录制
影像，讲述古树的故事，传
播保护古树的理念。市县有
关部门、宣传工作者、环保
志愿者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今后，各方应该通过更丰富
的形式和载体，努力把宝鸡
古树的故事讲到全省、全
国，使每一棵古树都成为展
示宝鸡魅力的文化名片。

机动车已达报废标准的应如期报废
日前，宝鸡市交管部门

公布了逾期未报废的车辆名

单，大部分车辆是逾期未检

验达到报废年限的。市民自

己名下的车辆，在达到报废

年限时能否让车辆长期闲

置? 这样做会有什么隐患或

者风险呢？

笔者走访了位于宝鸡

市陈仓大道 36 号卧龙寺丁

字路口的金马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负责人陈晓辉介绍说，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

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

缴，强制报废，对驾驶人处

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如果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

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

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罚款。

因此，陈晓辉经理提醒广大

车主，车辆达到报废年限，

是不能上道路行驶的；同时

车主也不能任由车辆闲置，

一定要到正规报废企业进

行车辆报废，并完成车辆的

注销登记手续，否则会影响

车主其他车辆业务的办理。

报废机动车逾期不报废，除

去各种安全隐患外，最重要

的是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据悉，宝鸡市金马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从事各类报废机动车回

收 20 年，回收车辆时以质论

价、销户快捷、免费拖车，公

司回收团队成员专业、认真、

负责，一个电话便可上门服

务，一站式办理。 

            （金马轩）
咨 询 电 话：0917-

3818601  3818602

公司地址：陕西省宝鸡

市陈仓大道 36 号（卧龙寺丁

字路口向东 100 米路北）

【报废汽车相关知识科
普之三】 

家庭一日三餐，酒店推杯

换盏，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常见场景。可是，对一个城市

而言，由此产生的烂菜叶、剩

菜、果皮、骨头等厨余垃圾却

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市垃圾

分类办统计，我市仅市区每天

的生活垃圾产量就达到 1000

吨以上，其中厨余垃圾占 40%

左右。那么，大量的厨余垃圾

都去了哪里呢？

在我市试点推行垃圾分

类的过程中，厨余垃圾经过先

进的处理方式，变成新型的

有机肥，“化作春泥”又滋养出

新的蔬菜，完成了一趟神奇的

“生命之旅”。11 月 16 日，记

者来到我市两家厨余垃圾就

地化处理中心，一探究竟。

小区先分类   集中来处理
上午九点，金台区大庆路

片区最大的集贸市场——秦

岭综合市场繁忙的早市已接

近尾声，环卫工开始清扫和收

集摊点上的烂菜叶、果皮，这

些集中堆放的厨余垃圾，就会

被运送到一墙之隔的金台区

厨余垃圾就地化处理中心。这

个 200 多平方米的处理中心

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绿色

的盆栽、白色的墙壁，丝毫看

不出和臭不可闻的垃圾有关。

“每天下午，我们还要在市场

集中清运一批厨余垃圾。”现

场的工人告诉记者。

而到了下午四点，一辆播

放着垃圾分类知识的小型垃

圾运输车，定时把周边小区的

厨余垃圾送到这里，等待集中

处理。

金台区作为全省首批垃

圾分类试点区，经过三年的宣

传引导，辖区居民的垃圾分类

习惯已经初步养成。除了秦岭

综合市场的厨余垃圾外，这个

处理中心还负责收集周边 2

公里范围内小区的厨余垃圾，

每天处理的厨余垃圾总计达

到3.5吨左右。

变身有机肥   实现减量化
厨余垃圾集中到这里，就

开始一系列“变身”。

首先是人工分拣。垃圾桶

从上料口送到分拣台后，工人

把其中的塑料袋、酒瓶等其他

垃圾分拣出来，将需要处理的

厨余垃圾投进粉碎机进行粉

碎，挤压脱水（见上图），然后

再将挤压掉水分的“垃圾渣”送

入发酵池进行12小时的密封

发酵。“我们采用的是国内主流

的‘好氧发酵’技术，利用好氧

菌对厨余垃圾进行快速生物降

解，每10吨厨余垃圾可出1吨

营养土。”金台区城管执法局副

局长陈惠玲介绍说，此外，中心

还对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

进行无害化处理，达标后排放。

这样一来，10 吨厨余垃

圾，最终剩下的只有 1吨生物

质有机肥，真正实现了生活垃

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

目标。据测算，这个厨余垃圾

处理中心自 2020 年底建成以

来，已让 2500 吨厨余垃圾变

废为宝。

今年7月，陈仓区建成了

我市第二个厨余垃圾处理中

心，年可处理厨余垃圾5000余

吨，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

环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垃圾变肥料   前景更广阔
“瞧，这一大片白菜、萝

卜，施的都是‘垃圾肥’。”当天

下午，记者在位于市区长寿沟

的金台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

看到，一片荒地被工人平整后，

种上了白菜和萝卜，而这些蔬

菜生长，施的就是厨余垃圾处

理后产生的有机肥。工人顺手

拔了一根萝卜，清洗干净后切

开，又甜又脆，令人口齿生津。

记者看到，厨余垃圾处理

后的生物质有机肥呈黑色，没

有异味，像黑土地一样松软、

肥沃，便于家庭养花及田野种

植施用。据了解，这块试验田

是金台区对厨余垃圾处理效

果的一个检测地，从夏天的豆

角、秋天的辣椒到冬天的萝

卜，通过实验，厨余垃圾资源

化处理的方向将更加明晰。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作春泥更护花。”从人人掩鼻

的废弃物，到滋养蔬菜的“肥

料”，看到厨余垃圾这一整套

的回收利用过程，记者深深感

受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这生

动说明了，垃圾是放错了位置

的资源。只要每位市民都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工作，让垃圾有

“家”回、回对“家”，就能让更

多的垃圾变成资源，为节能减

排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看看急诊科里啥模样
全市“青年文明号开放日”活动拉开帷幕
本 报 讯 11 月 17 日上

午，由团市委、市卫健委联合

组织开展的“青年文明号开

放日”首场活动，在市人民医

院急诊科举行。我市各界青

年代表实地参观，感受我市

医疗事业发展成果，学习创

建经验。

“这就是我们急诊科

的隔离抢救室，抗击疫情

期间，它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在急诊科负责人的

带领下，30 多名青年代表

参观了院前急救科、ICU、

EICU、创伤中心等部门，并

在紧急救护与健康知识讲

座中，学习了解并亲身体验

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法等

常见急救操作。据了解，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被命名为

2022 年宝鸡市“青年文明

号”，科室年接诊急门诊病

人 4.5 万余人次，抢救危重

病人 1800 余人次，抢救成功

率达 90% 以上，是我市急危

重症专业领域的权威单位之

一，在市内外均具备了相当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青年文明号开放日”是

我市各级共青团组织深化

“创青春”品牌、加快青年发

展型城市建设的有形化载

体，首批示范活动在卫健和

税务系统举行。随后，还将陆

续走进各相关行业企业，进

一步激励动员全市各级青年

文明号争做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职业标兵，

争当宝鸡高质量发展的青年

先锋。     本报记者 黎楠

化作春泥更护花
——探秘我市厨余垃圾的“神奇之旅”

本报记者  郑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