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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重阳节 用心用情讲好宝鸡故事
崔婷婷

前不久，在千阳县崔家头
镇黄里村拍摄的网剧 《拐弯遇
到幸福》 第一季正式杀青。这部
网剧由宝鸡籍导演策划、拍摄，
集中展示宝鸡的山水美景和文
化内涵，是宝鸡人拍宝鸡景、讲
宝鸡故事的典范。当前，我市正
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名
市，笔者认为，用心用情讲好宝
鸡故事，才能助推全市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讲好宝鸡故事，需要不断
丰富讲述形式，提高传播力。
影视作品就是一种重要的传
播方式。近年来，通过一部剧带
火一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
年初随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热播，到云南大理打卡的人
群激增 ；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
正圆》 让陕西泾阳及小吃甑糕

“火”了一把。这些内容优质的
影视剧，都是在讲好故事的同
时，持续衍生能量，实现从线上
到线下的落地，最终带动地方
文旅产业发展。我市也可积极
探索“影视+ 文旅”融合模式，
通过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全
方位展现宝鸡深厚的历史资
源和文化魅力，从而扩大影响
力、提升知名度。

讲好宝鸡故事，需要立足
本土，集中展现宝鸡特色，提高

亲和力。如 《拐弯遇到幸福》 把
拍摄地选在风景秀美、民风淳
朴的千阳县农村，千湖国家湿
地、矮砧苹果园、千阳奶山羊养
殖基地、千年古镇黄里村等极
具千阳特色的景点、产业纷纷

“出镜”，彰显了当地的自然生
态、人居环境、人文精神，可以
说是一部展现宝鸡乡风村貌
的宣传片。同时，由陕籍演员演
绎，以方言来表达，作品很接地
气，会让观众感觉亲切感十足，
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讲好宝鸡故事，需要有情
感、有温度，才能扣人心弦，提
高感染力。讲故事最重要的就
是要有真情实感。通过引人入
胜的情节及细腻生动的刻画，
让观众能够听得懂、有感慨、
记得住，从而产生“点穴”效
应，达到情感共振的效果。如

《拐弯遇到幸福》这部剧就是
以“农村”“喜剧”“返乡创业”
为关键词，生动讲述农村青年
返乡创业的故事，以小人物、
小故事反映乡村振兴大主题，
在传播本土文化的同时彰显
了家国情怀。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影视
作品讲好宝鸡故事，以文化建
设软实力，扛起全市高质量发
展硬支撑。

市区北首岭社区：

医疗服务
暖人心
“大家知道服药前后要

注意什么，中药汤剂能过夜
吗？”10 月 20 日，金 台 区
群众路街道北首岭社区邀请
医护人员为辖区老人免费
检查身体，宣传实用的医学
小常识，还送来围巾、手套
等保暖物品，让老人们倍感
温馨。

本报记者 魏薇摄

陈仓区铁道南社区

独居老人共庆重阳节
10 月 18 日，陈 仓 区

千渭街道铁道南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辖
区 30 位独居老人，在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开 展“ 集 体 庆 生 乐 开 怀 
老少同乐度重阳”主题活
动，共同为老人过集体生
日。老人们在志愿者搀扶
下参加重阳庆生宴。餐桌

上摆放着大蛋糕和美味
菜肴、点心水果，老人们
吹蜡烛、吃蛋糕、许愿望，
合影留念，社区还为每位
老人送上重阳长寿糕。居
民张阿姨说 ：“今年的重
阳庆生宴过得太开心了，
让我们老年人尽享天伦
之乐！”

本报记者 马庆昆摄

女子出租车上丢钱包  “的哥”主动归还获点赞
本报讯 （记者 马庆昆）

10月 20日，家住陈仓区的王

女士来到宝鸡市众信出租车

公司，表达她对出租车司机张

林录拾金不昧的感激之情，并

竖起大拇指为张林录点赞。

10月 15日晚 7时许，王

女士在市区吾悦广场搭乘张

林录驾驶的陕C2T963出租车

前往陈仓区。到达目的地后，

王女士将钱包落在后排座位

上。张林录返回市区时发现，

立即将钱包拍照发送到公司

微信群报备，并连夜送到公司

查找失主。经清点，钱包内有

现金1600元、证卡数张，以及

两张共25000余元购物发票。

经派出所查找未果后，张林录

随即在微信支付留言栏向乘

客留言说明情况。

王女士直到 10 月 19 日

才发现钱包不见了，查看微

信留言后，联系上了张林录，

取回了钱包。“我发现钱包不

见了后，心想时间都过去好

几天了，已经不抱找回的希

望，居然还找到了！”王女士

激动地说。

本 报 讯 （ 段 序 培 张
叶）10 月 20 日上午，金台

区新福路西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热闹非凡，130 多

位老人欢聚一堂，赏歌舞、

吃长寿面、做游戏，共庆重

阳佳节（见右图）。
活动在舞蹈《树梢上的

月亮》中拉开帷幕，随后社

区文艺爱好者相继表演了

舞蹈、快板、花样篮球操、

歌曲合唱、秦腔合唱等精彩

节目。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则在一旁忙碌着，生火、

燣臊子、煎鸡蛋、炝汤、下

面条……不一会儿，浓郁的

香味扑鼻而来，热腾腾的面

条摆上了桌，色泽艳丽的底

菜、软嫩爽滑的面条，令人

垂涎欲滴。除了吃长寿面，

还有新鲜的水果和甜蜜的

蛋糕。老人们品尝着美味，

互相交流心得，畅谈家庭邻

里故事，共话幸福美好生

活，现场欢声笑语一片。

金台区新福路西社区

百位老人同享长寿面

本周天气：

晴到多云为主  山区或有降雨
本报讯 （张敏涛 李恩

莉）10月 22日，笔者从市气

象台获悉，本周我市天气以

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

20℃以上。

上周的降雨使气温明显

下降，市民感受到了深秋的凉

意。到了周末天气放晴，气温

明显回升。据市气象台最新气

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以

晴天到多云为主，其中 10月

26日夜间至 10月 27日全市

云量增多，南部山区局地有小

雨。本周最高气温中部平原

区 22℃到 24℃、南北部山区

18℃到22℃，最低气温中部平

原区 7℃到 9℃、南北部山区

2℃到5℃。

市气象台专家提醒，10

月 26日到 27日南部山区局

地有雨，市民要注意道路湿滑

和低能见度对出行的不利影

响。同时，昼夜温差较大，需注

意及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文明城市咱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上接第一版）“在机器人

领域，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壮大；没有

自主品牌，就没有机器人产业

的明天。”市科技局负责人说：

“为此，我市大力支持机器人

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

今年，秦川机床又在开展

N 系列减速器的轻量化、紧凑

化设计方法研究。“在市上的

大力支持下，到‘十四五’末，

秦川机器人关节减速器产品

市场占有率将达到 35%。”秦

川机床销售部门负责人说，目

前，产品已销往国内外 350 余

家机器人企业。

除了秦川集团，宝鸡思迈

龙精密传动有限公司通过不

断自主创新，已经是国内为数

不多掌握机器人传动、柔性夹

持等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

如今，该企业又在应用领域不

断创新，客户遍及山东、江苏、

四川等地，产品被应用于建

筑、涂装、切割等多个行业。

陕西北宸航天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的重载无人机，应用

于防疫、抢险救灾、森林防火、

消防救援等多个服务领域；陕

西丝路机器人智能制造研究

院有限公司研发的焊接工艺

服务软件系统，成功搭载在多

款焊接机器人产品上，解决了

中铁宝桥、中远重工等企业的

“智能焊接系统”问题……

位于陈仓区的陕西机器

人智能制造产业园，作为我省

首家“省级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示范园区”，累计培育企业、创

业团队近 40 个，其中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规

模以上企业 20 余家，85% 的

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在机器人产业的赛道上，

我市自主研发成果不断涌现。

打造全国基地
20 年前，由于承担国家

863 计划项目，秦川机床联合

相关院校科研团队，实现了

RV 减速机的技术突破，研制

出我国第一台RV250A Ⅱ减

速机。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实

现了规模化生产。

9 年前，陕西渭河工模具

有限公司成立，随后开始建设

国家 2016 年度智能制造专项

项目——机器人谐波减速器

智能制造项目，成为我国谐波

减速器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这两家企业，带动了我市

机器人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目前，全市拥有机器人及关键

零部件生产研发、集成应用企

业近 30 家，聚集各类高端技

术人才 150 余人，制定国家机

器人行业标准 4 项，拥有机器

人减速器核心专利 20 余项。

技术优势和产业规模，成

为我市进一步发展机器人产

业的基础。今年我市提出 ：3

年内，减速器年产量突破 20

万台，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

新等创新型企业 10 户以上，

将我市打造成为全国机器人

产业重要基地之一。

当前，投资 3 亿元的智能

焊接机器人系统开发及应用

项目、投资 0.32 亿元的基于

谐波传动的军民两用精密电

动舵机系统核心技术攻关项

目等一大批机器人产业链提

升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壮大产业链，中小企业必

不可少。我市对“瞪羚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

质中小企业，每户提供 1000

万元以下、3 年期限的信用

贷款，一次授信、循环使用、

随借随还，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壮大。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我

市还组建了技术经理人队伍，

助力新技术产生更多经济效

益。不久前，技术经理人李航

推动我市的六环智能公司与

国内知名厂商达成研制成果

转化意向，该公司研发的减速

器可替代原有风电装备减速

器，并大幅降低安装成本和主

塔高度。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走

出去”开展招商、考察和洽谈

工作，负责机器人产业链工作

的有关干部前往杭州机器人

产业小镇、浙江万企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洽谈合作项目；又赴

沈阳、长春等地考察学习并开

展精准招商活动，还前往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国

家机器人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等多家科研机构考察学习，扩

大我市机器人产业影响力，增

强招商力度，拓展招商视野。

目前，陕西机器人智能制

造产业园已入驻机器人产业

链企业 21 家，其中科技型企

业达到 10 家。渭滨区的机器

人关节减速器研制与应用“科

学家+ 工程师”队伍，入选省

“秦创原”项目支持计划。陕

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组建

的“机器人减速器研发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获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宝鸡文

理学院成为省级机器人研发

平台。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

铺天盖地。我市机器人产业乘

着智能时代的东风，破浪前

行，必将走向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