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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抖音学木雕  全省大赛获金奖
本报讯 在近日举办的陕西省第七届盆景根艺展

暨宝鸡市第十六届盆景根艺奇石展上，市民刘金炜创

作的根雕作品“和谐大中国 唱响新时代”获得金奖。

他跟着抖音学木雕，利用废旧木材雕刻出的青蛙、蜥

蜴、蜗牛等动物栩栩如生。

刘金炜今年 39 岁，家住市区新福园小区，木雕是

他的业余爱好。他从小就喜欢用泥巴捏各种人物和动

物、用纸叠各种玩具。大学毕业后，他开了一家公司，

业余时间，自己摸索着学习雕刻。2018 年，他开始跟

着抖音学习，不但购买了全套工具，还腾出一间房子

作为工作室。他从木材市场捡拾废旧木材，刻不好就

重新刻，直到满意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他

的雕刻作品越来越好。

10 月 10 日，记者在刘金炜的工作室看到，废旧

木材堆满了房间，他坐在台灯下认真雕刻。蹲在荷叶

上的青蛙、趴着的蜥蜴、伸出触角的蜗牛、展翅欲飞的

蝉……一个个小动物形态逼真，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小

动物园。参观过他作品的市民表示，利用废旧木材进

行创作，既充实了自己的生活，也给他人带来艺术享

受，还变废为宝，避免了资源浪费。

本报记者 马庆昆

宝鸡市中医医院 ：

直肠脱垂 Delorme 术解除患者顽疾
“困扰我近 20 年的顽疾，没想到你们轻轻松松就

解决了，让我如获新生，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前不久，

即将出院的刘先生和家属一道，向宝鸡市中医医院

（宝鸡市骨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究所）肛肠科的医

护人员，表达了心中的感激之情。

36 岁的刘先生，此次住院治疗前，一直被反复发

作的大便时肠管从肛门脱出折磨着，苦不堪言。几经

打听，8 月下旬，刘先生到宝鸡市中医医院（宝鸡市

骨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究所）肛肠科就诊，诊断为

直肠完全性脱垂，又叫“脱肛”。问诊中，刘先生告诉医

生，他的病症已有近 20 年了，肠管脱出约 6 厘米，病

初尚能用手将肠管托回肛门内，后来已出现回纳困难

的症状，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直肠脱垂是指直肠黏膜、直肠全层、肛管和部分

乙状结肠向下移位脱垂于肛门外的一种疾病，多发于

儿童和中老年女性群体。目前，临床上关于直肠脱垂

的治疗方法主要为手术治疗，手术方式亦较多，但是

没有一种方式是完美的。

鉴于刘先生病史长、脱垂严重，传统手术复发几

率较高，为了彻底解除其痛苦，科室充分讨论后，决定

采用最新技术——直肠脱垂Delorme 手术为患者治

疗，即直肠黏膜切除肠壁肌层折叠缝合术。经过手术

治疗，目前刘先生已痊愈，且未出现并发症。

宝鸡市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谢军说 ：“直肠脱

垂Delorme 手术，不需要开腹，从而避免了出现骶前出

血、盆腔脓肿、粘连性肠梗阻等并发症，且该手术在直

视下进行，可有效止血，减少术中出血量。该手术创伤

小，术后恢复快，尤其对年老体弱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患者更为有利。此次刘先生接受的手术，是我院乃至全

市在直肠脱垂治疗方面的一项新技术，使我院肛肠科

走在了全市治疗该类疾病的前列。”   （孙晓梅 王蕊）

宣传食品安全  守护儿童健康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益活动在我市开展

本报讯 10 月 13日，“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陕西宝鸡站体验营开营仪式在宝鸡高新第五小学举行。

该行动为期两个月，将在我市市区 8所小学、县区 6所

小学和 2个社区开展儿童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据了解，“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是在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联合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于 2016 年发起

的大型公益项目，旨在守护儿童食品安全、关爱儿童健

康成长。当天的开营仪式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

沃尔玛基金会，向我市部分小学捐赠了价值 140 余万元

的知识漫画书、动手学习盒、学校资源包等物品。活动现

场，宝鸡高新第五小学 300 余名学生通过VR虚拟安心

厨房、AR 食物可追溯系统、趣味游戏、科学实验等方

式学习了儿童食品安全知识。               （王菁）

陈仓区 ：

以旅游+扶贫
打造脱贫攻坚新业态

探索生态扶贫之路
让高山草甸成为风景名胜

陈仓区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性开发，投

资 58.12 亿元建成大水川、灵宝峡和

九龙山旅游景区，打造了“旅游+扶

贫”的生态扶贫发展模式，让更多的

贫困群众受益。一是因地制宜拔“穷

根”。结合区域生态特点，变贫困地

区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形成了全

国最大、质量最优的柴胡种植区和 2

个 4A级旅游景区，让西山贫困群众

“靠山吃山、依山得利、因山受益”。依

托大水川、九龙山、灵宝峡等景区，

以旅游专线为主线，挖掘西山酒歌、

黑社火、方山原等文化资源，加快南

由古城特色小镇建设，着力打造香

泉、坪头等文化旅游名镇，并辐射带

动沿线村庄，全力打造集吃、住、行、

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产业集群，帮

助农户建农家乐、家庭旅馆，形成了

“引一个企业，建一处景点，移民搬迁

一批贫困户，带活一个区域经济，脱

贫一批群众”的发展格局，1.3 万多

名西山当地群众依托景区就业，其

中 800 多名贫困群众直接在企业务

工。开创“体育+ 旅游+ 扶贫”的新

模式，大力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产业，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

“九龙山杯”陕西宝鸡·陈仓国际马

拉松赛，我国和俄罗斯、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等 20多个国家的 14000 多名

跑友参加比赛，极大地提升了陈仓区

生态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二是让

山区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依托景

区使 300多名当地群众当上了“小老

板”，户均年收入 8万多元。在景区南

由古城免费安置西山本地特色餐饮

户 79 家，解决 200 余劳动力就业问

题，人均增加收入 1.5 万多元。对无

劳力和弱劳力贫困户，政府积极探索

贫困户“入股景区、分红增收”的“三

变”新路径，区上拿出专项扶贫资金

400 万元，与 340 户贫困户签订三方

协议，以旅游扶贫项目资金入股大水

川景区开发，每户入股 1万元，由育

才集团保底，连续五年连本带息给贫

困户每年分红 2200 元，实现了由贫

困户向旅游公司股东的华丽转变，使

老百姓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收入，实

现了强产业、扶民智、富民生的转变。

三是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景

区建成运营以来，带来人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汇聚，使沉寂多年的

西山“火”起来了，大景区成为当地群

众致富的信息港。政府加大农民的

专业技术培训，景区企业组织培训，

让贫困户学保安、学驾驶、学园艺、学

管理、学礼仪接待。推出了“大红袍花

椒”“西山黑猪肉”“西山土蜂蜜”等一

批名优产品。深入挖掘西山文化，整

理西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出西

山菜系“九品十三花”，并搭建文化戏

台，编排了《三英战吕布》《贞观长歌》

等大型实景剧，定期演出，当地参与

演出群众达 500 多人。修葺村史馆，

收集农耕用具、村族历史，呈现农耕

文化，发展体验式旅游，让游客体验

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从“输血”到

“造血”的新型精准扶贫模式，拓宽了

贫困户增收渠道，实现企业、社会、贫

困户“三赢”。

 探索通达四方之路
让闭塞之乡成为洞天福地

近年来，陈仓区委、区政府借脱

贫攻坚之东风，谋共奔小康之宏图，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力推

进“旅游+扶贫”等重点项目建设。一

是打通了旅游扶贫“最后一公里”。结

合大水川旅游开发，实施了 75公里

道路新建和拓宽改造工程建设，连接

了坪头镇码头村至大水川 50多公里

景区主干道，过去需要两小时的车程

现在只需半小时。同时，以旅游扶贫

专线的开通为契机，通过推出旅游直

通车等，打通旅游景区出行“最后一

公里”，年客运总量达 260万人次。二

是主景区与镇村道路对接，形成互联

互通的网络格局。陈仓区始终坚持把

加快西部山区道路建设作为脱贫攻

坚突破口，依托景区开发，整合项目，

把农村道路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发

展旅游相结合，与国省干线、高速公

路、村组道路相连接，形成四通八达

的道路网络。坪头镇、赤沙镇、香泉镇

等镇的几十个沿线村庄，通过实施镇

村道路提升工程，共新建、改造镇村

道路 152公里，有效解决了附近村民

出行难和农产品运输难的两大难题。

旅游业的快速兴起以及交通条件的

日益改善，为陈仓脱贫攻坚事业注入

了不竭动力，一条条宽阔平整、四通

八达的通村公路已成为西山群众的

便民路、致富路。

探索农旅融合之路
为扶贫产业持续赋能
合理开发利用农业旅游资源，

将农业农村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相

结合，让农田变景点、村庄成景区，

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农旅

融合之路。一是构建“一镇一品”的

产业带动机制。以现有产业为基础，

按照“一镇一品”的思路，突出镇域

间差异、特色，完善西部山区农业

产业规划，在凤阁岭镇重点发展苹

果；在拓石等镇重点发展柴胡、红

豆杉；在赤沙、坪头等镇重点发展

花椒；在香泉等镇发展白皮松；在

新街等镇重点发展核桃。全力打造

西部山区花椒、红豆杉、柴胡“三个

十万亩”及白皮松“准十万亩”（7 万

多亩）特色产业基地，全区形成了以

苹果、花椒、核桃，土鸡、土猪、山羊，

柴胡、蜂蜜、红豆杉为重点的“三果三

畜三特”九大特色支柱产业，其中发

展苹果 10.4 万亩、花椒 11.5 万亩、

核桃 15.4 万亩、中蜂 2.6 万箱，带动

7042 户贫困户实现增收致富。西山

地区种植的柴胡皂苷含量经专业机

构鉴定高达 1.37%，是国家药典标准

0.3%的 4倍多，为了打造这一“金字

招牌”，壮大柴胡产业，以陈仓区博仁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全区

种植柴胡面积 11.5 万亩，其中贫困

户种植 8万亩，亩均收入 5000 元左

右。全省生态脱贫现场会、产业助推

脱贫·宝鸡（陈仓）柴胡发展推进会

在陈仓区召开，依托生态发展特色产

业实现稳定脱贫的模式受到省市充

分肯定。二是大力发展“以购代帮”农

旅融合产业。积极探索“以农促旅、以

旅兴农”的发展之路，常态化开展多

种形式的消费扶贫活动，通过“以购

代帮”“以买代帮”的形式，帮助全区

贫困群众打开销路，增加收入。以展

销会为平台，以“产业扶贫推动、消

费扶贫拉动”为主题，每年春节前、

中秋节前在市区炎帝园广场、陈仓

园市民广场、盛世广场等人口密集

地举办西山农特产品展销会，至今

已成功举办十五届，销售总收入 850

余万元，带动 2000 户贫困户增收，

让西山有机品牌家喻户晓。全面开

展“买产品、献爱心、促脱贫”认购行

动，从 3月下旬开始每周五举办“贫

困户农特产品展销暨消费扶贫展销

活动”，现已开展 7期，活动中，区级

领导带头认购，全区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现场销售 60多种农产品，消费

金额达 55万余元。建立“西安翻译学

院消费扶贫直供基地”，与陕西海融

集团等 12个单位签订长期认购意向

书，意向资金 380 万元，并挂牌成立

2家扶贫产品直销店，带动1200户贫

困户增收，通过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建立常态化消费扶贫工作机制，

实现了“产业互动、农旅双赢”。三是

做强做大生态扶贫品牌。依托现有农

产品，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社，注册商

标品牌，使产品变商品，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陈仓区建成了全省首家“有

机农业示范基地”，建成国家级林业

专业合作示范社 1个、省级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 1个、市级核桃花椒示范园

6个，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 26个，建

立花椒、核桃、中药材交易市场 3个，

“守茁林”“陕电侠”“灵宝峡”以及“醉

美西山”等 28个商标品牌产品实现

线下线上融合销售，网易、淘宝、陕农

网等合作运营平台达到 6个，参与销

售的超市、便利店达 160 家，销售量

以年递增 80%的速度上涨，极大提

高了生态产品的市场附加值。“陈仓

西山柴胡”取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商标，“赤恒”牌无公害鸡蛋、肉鸡双

双获得“陕西省著名商标”，陈仓特色

产品知名度在省内外大幅提升。

探索乡村振兴之路
让人居环境宜居宜业
近年来，陈仓区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契机，全面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断提

升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效益，建设宜

居宜业的幸福美丽陈仓。一是扎实

开展“八清一改”行动，着力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按照“八清一改、八不八

保”的总体要求，着眼解决辖区人居

环境突出问题，以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为抓手，广泛发动和组织 14个镇

街 157 个村全面深入开展农村脏乱

集中整治行动，实施“三堆”清理、违

建拆除、植树造绿、建筑物美化、设施

完善五大工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向盲点、死角延伸。清理垃

圾 476317 吨，清理村内水塘 315 个，

清理村内沟渠 2660.7 公里，清理残

垣断壁 2020 处，人居环境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二是全面推进厕所、

污水、生活垃圾“三大革命”，合力提

升村容村貌。积极实施净美庭院、美

丽村庄、美丽镇街创建工作，全力打

造美丽乡村创建“升级版”。积极做好

13 个农户改厕整村推进，全区完成

无害化改厕 470 户；完善镇街污水

治理设施，加大对已建 57处污水设

施的管护、维修，确保设施正常运转；

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

收集、镇转运”机制，壮大垃圾处理环

卫队伍。坪头镇庵里村和香泉镇石尧

村、南峪村等一批贫困村，转变为模

式特色鲜明、带动效果显著的乡村旅

游示范村和生态文明村。三是全力打

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增色添彩。全区抢抓春季植树

造林的大好时机，将镇村绿化美化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科

学规划，大力推行房前屋后、公共空

闲地、灌渠道路、村间涝池等镇村区

域全面绿化美化彩化，积极创建国家

级“森林乡村”。累计完成造林绿化面

积 4.3万亩，绿化供苗及栽植各类乔

灌木 12万株，全区村庄林木覆盖率

达到 28%以上。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经过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社会各界攻坚力

量以及贫困户多年来的共同努力，陈

仓区“旅游+扶贫”模式日趋成熟，稳

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一

点美”向“全域美”、从“一时美”向“持

久美”、从“生态美”向“发展美”的跃

进，正在阔步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据中国扶贫网）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近年来，陈仓区针对西部山区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的现状，依托其
独特的绿色生态优势，积极探索建立“旅游+ 扶贫”的发展模式，通过开发
一个景区，带动一方百姓，辐射一片区域，使越来越多贫困人口摘掉“贫困
帽子”，换上“小康新衣”。全区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现 55 个贫困
村出列、21966 户 81563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24.19% 下
降至 2020 年初的 0.69%，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陈仓区扶贫第一书记直播推介当地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九龙山景区玻璃栈道游人如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朱振涛 摄

小学生通过游戏学习蔬菜分类知识

刘金炜在台灯下认真制作木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