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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本报推出了《新春基层
见闻》这一栏目，通过刊发一篇篇鲜
活稿件，将老百姓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感化为铅字，刊发于报。透过字字
句句，笔者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迎着
春风，话消费、说变迁、谈感受，用小
见闻反映大民生。截至目前，已刊发
了多篇稿件。
  春天，是复苏的季节，也是忙碌
的季节，许许多多的新景象、新见闻
都在悄然发生。
  在广袤田野，驻村第一书记正在
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忙碌着，他们肩
负着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在社区
工厂，工人们忙着手里的活儿，很是
认真，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就是如今
幸福生活最生动的注脚；在基层社
区，广大社区工作者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他们经常入户走访，
陪孤寡老人闲话家常、为困难群众送医送药……他们用实际
行动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
  这种种景象均是见闻。小小见闻的背后反映的都是与
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伟大
时代的记录者，唯有用心灵感悟，唯有将所思所感倾尽笔端，
才能为如今的幸福生活鼓与呼。

  本报讯 （记者 袁欣）2月20日，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记
者从会上获悉，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市教育系统要以
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为动力，努力办全省一流基础教育，高标准抓好
我市确定的15所基础教育示范校建设，着力打造铜川本土名校。
  据了解，今年全市教育系统要从教育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抓
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做起，以最大的努力推进全市教育高
质量发展。积极创建基础教育示范校。坚持一校一策，高标准抓
好我市确定的15所基础教育示范校建设，着力打造铜川本土名
校。同时，发挥基础教育示范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创建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为重要抓手，通过加大资金
投入、提升办学条件、实施精细管理、强化“五项管理”以及深化教
育帮扶协作等多种途径，高标准做好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
  积极推行“名校+”办学模式。创新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稳
步推进“名校+”和合作办学，积极引进适合我市教育发展的名校
长团队，借鉴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学校管理水
平、课堂教学质量，深化新课程改革，稳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全
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此外，我市还要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推动各级各类
教育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我先按流程办理了退休
手续，正式退休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又找了一份
临时的工作，充实自己的生活。”李先生是我市某企
业退休职工，退休后，休息了一段时间，他选择继续
工作，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李先生说，在他的单位，好多同事退休后，都选
择找一份临时的工作，既不太累，又能补贴家用。
  近年来，“银发就业者”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
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退休后选择再度就
业，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不仅可以通过再就业更好
地满足乐趣、被需要、不掉队的需求，也可以更好地
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价值。
  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年龄不同、目的不同，就业
方式也有所不同。有人是为了贴补家用，有人则是
为了寻找生活的动力。“再就业”绝不仅仅是“钱”的
事，它既可以服务社会，又能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
求，一举多得，丰富老年人生活。
  “我想尽绵薄之力，趁着暂时不需要带孙子，自
己也不太老，多赚点钱。现在年轻人压力都非常大，
我们多储备点钱，也能帮帮孩子，也算是老有所用。”
李先生笑着说。
  李先生的同事赵女士也是退休再就业的人员之
一，今年55岁，从事的是保洁员工作，记者见到赵女
士的时候，她正在商场里做日常清洁，把地面的每个
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毫不马虎。赵女士说，平时
的工作就是在商场固定片区打扫卫生，一个月可以
休息4天，自己继续工作并不全是为了钱。
  “孩子大学毕业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大多数
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很孤单，后来身边的朋友，都相
继找到了工作，有扫马路的，有做保洁的，我也跟着
朋友一起在商场里做保洁，下班了一起回家，路上可
以聊聊天，偶尔还相约一起聚餐，既丰富了自己的生
活，又不给年轻人添麻烦，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今年80岁的胡克禹，在我市某机关单位退休后，
被市老年大学返聘，成了学校的一名太极拳老师。

“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开心，我打了五十多年的太极

拳，喜欢了一辈子，在这里还能和大家交流切磋，每
天和学员们一起打太极，既发挥了余热，在帮助别人
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胡克禹告诉
记者。
  今年62岁的刘金香老人早早完成了照顾孙子的
“重任”，现在在印台区一家托管机构做饭，提起这份
工作，刘阿姨非常开心。“我自己平时就非常喜欢做
饭，前几年在西安照顾孙子，跟着抖音学了很多花
样，孩子们非常喜欢，现在孙子上小学了，我就回来

了，目前在这里给孩子们做饭，我觉得很开心，每天
面对的都是孩子们的笑脸，心情都变好了。”刘阿姨
开心地说。
  当传统定义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职责履行完毕，
老年人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自身，互联
网给了他们更多的信息，让他们接触到了不一样的
世界，同时也看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某种意
义上讲，老年或许是人生最自由、最开阔的阶段之
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准备好了……

  “天气日渐暖和起来，又到了出门迎春的好时
候。”2月19日，记者来到王益区南屏公园，见到了正在
锻炼的张先生。当问到来这儿锻炼感受如何时，张
先生说：“现在城市更美了，绿化多了，空气更清新
了，万物复苏，又能边锻炼边欣赏美景了。”的确，每
到春暖花开，走进王益，仿佛走进一幅青山绿水的锦
绣画卷，群山环翠、碧水涟漪、街道干净整洁，城中有
景、景中有城，诗情画意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着力开展森
林城市建设，是建设大美王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
王益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
王益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历史底
蕴，统筹推进城乡绿化和生态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森
林环绕、林水相依、林路相衬、林居镶嵌，生态文化底
蕴深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王益，加快建设森
林资源更丰富、生态品质更优良、绿色产业更发达、
人居环境更优美、生态文化更浓厚的“森林城市”，让
城乡的山水底色更绿、更清、更美丽。

森林城市 全域筑绿成风景

  从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到点缀在居民区、办公
楼中间的“口袋公园”，再到一个个充满绿意的美丽
乡村，绿色已成为王益市民眼中常驻的风景。
  王益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造林绿化工作，把建
设“森林王益”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提升城市品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高位突破的重

要载体和手段。
  2017年，王益区全面启动开展国家森林城
市建设工作，按照“一芯两轴三瓣多点”总体规
划，以六大重点区域造林绿化为重点，积极构

建森林网络、促进森林健康，发展林业经济，繁荣生
态文化，全力推动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王益区千方
百计增加绿化面积和森林总量；推动森林进城，在公
园、小区、道路绿化和提质上下功夫；实施森林围城，
加强城市周边的绿化造林、林相改造力度，增加森林
资源总量，提升绿化质量和绿化景观效果，去年完成
六大重点区域绿化1012亩，鲜果栽植520亩，王益一组
直观山坡造林抚育管护600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6.82%，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52.39%，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增加至14平方米。同时，提升镇村绿化，建成3个省
级生态村和4个国家森林乡村，让城乡老百姓身边植
绿、身边享绿。

绿色动能 美丽经济有“市场”

  “林业产业是‘摇钱树’，用工容量大、产业链条
长、综合效益好，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
化最生态、最经济的方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途径。”王益区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说。
  推进林业产业富民过程中，王益区持续激发林
业活力，以核桃、花椒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为着力
点，以苗木、花卉等新优品种产业拓展为增长点，扶
持和培育了志强合作社等一批林产品加工销售企
业，发展了3家较大种苗花卉企业，苗木花卉产业面
积达到5250亩，新种植中药材5285亩。
  林禽、林蜂、林药等林下特色经济蓬勃发展，形
成了多种林下产业发展模式，王益区更是立足本地

实际，通过不断加强森林文化载体建设，依托自然禀
赋，加快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挖掘孟姜女传说、
军台岭战斗遗址人文历史传承，以孟姜塬秦人村落
旅游景区、红色军台岭景区和民俗义兴村、山水王
家河为重点，建设生态旅游片区，提高旅游资源的
综合质量与文化品位，增强生态旅游区持久吸引
力，旅游综合收入大幅增长。还发挥和拓展科技
馆、主题公园、风景旅游区等公众游憩地功能，打造
生态文化科普教育基地，丰富森林生态体验。逐步
促成开发建设有序、基础设施完善、品牌特色明显、
综合效益显著的森林旅游新格局，不仅满足游客对

“诗和远方”的憧憬，也打造出增收致富的产业链，将
“美丽风景”真正转化为“美丽经济”，助力实现共同
富裕。

全民“护”绿 共建绿色共享绿色

  每天聆听溪水潺潺，周末可以上山露营，和亲朋
好友一起听一场免费的森林音乐会，不知雾霾为何
物，四季分明有绿有花……这是大多数都市人的奢
侈期盼，却逐渐成了王益人的普通日常。
  绿色成果共享，绿色发展共建，王益人享受着越
来越好的生态成果，也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城市的
绿色公益事业中，王益区积极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宣传教育，让广大群众自觉成为生态守护者，同
心绘就“王益绿”。利用各类生态节日，开展森林资
源保护、森林知识“五进”和科普“三下乡”宣传活
动，累计发放相关科普手册等宣传资料、用品等3.3
万余份，设立生态科普场所标识牌6块，建成生态科
普长廊，基本实现全区生态科普教育重点区域全
覆盖。

退而不休 发挥余热

“银 发 族”的 别 样 晚 年
本报记者 杨婷

城在森林中 人在花园里
——— 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的“王益实践”

本报记者 程红兰 通讯员 张玉钰

小
见
闻
反
映
大
民
生

张
芳 

冯
立
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胜会）近日，陕煤集团铜川矿务局
冶坪分公司举办新型学徒制培训班。来自基层单位的电钳工、
铆焊工等120余名技术工人，聆听了铜川工业技师学院讲师讲
述的煤矿安全生产、职业素养等方面的知识。
  “新型学徒制培训采取的是‘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
模式，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等教育培训
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
特别是注重工匠精神的培养。”铜川工业技师学院相关负责人
如是说。
  近年来，冶坪分公司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力培养符
合带徒条件的技师、高级技师队伍，为矿井安全发展注入活力。

  2月21日，由秦绣小院
民俗传承志愿服务队主办
的耀州民俗“二月二咬蝎
尾”活动举办。民间老艺
人许桂花、省级非遗项目
耀州面塑代表性传承人崔
百来等现场教授、指导学
生们制作蝎子等造型的花
馍，并将做好的蝎子馍分
食给孩子们，寓意新的一
年不会被毒虫叮咬，健健
康康。
  通讯员 寇会云摄

  本报讯 （记者 张芳）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2月16日、17日，由市委文明办、市提升办主办，陕西
宏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阳光社区、裕丰园社区承办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六进”“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文艺演
出在幸福里小区和裕丰园小区举行。
  整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舞蹈《走进新农村》、歌
曲《敬你一碗青稞酒》、秦腔《洪湖赤卫队选段——— 秋风吹》等节
目轮番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居民们纷纷表示，
希望这样的文艺汇演今后能多多举行，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
  “今天看了舞蹈、小品、秦腔等表演，节目太精彩啦。给我
们社区带来了欢声笑语，带来了铜川的文明风气。希望小区经
常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带娃的爷爷奶奶都能看到。”居民
温女士说。

新区开展“强国复兴有我”

文艺演出进社区活动

我市将着力打造铜川本土名校

  本报讯 （记者 王旭燕）记者从铜川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近
日，陕西省崔家沟监狱罪犯职业技能培训集体签约仪式举行，铜川
职业技术学院与崔家沟监狱签署罪犯职业技能培训框架协议。
  职业技术教育是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校监协
同做好社会帮教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弘扬“以
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刑罚的深层理性价值。校监合作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不仅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共享、形成教育改造工作合
力，也是铜川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服务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学院为地方经济建
设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是铜川职业技术学院深入践行科学发展
观、彰显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下一步，铜川职业技术学院将与陕西省崔家沟监狱通力协
作，选派精干师资，有计划、有步骤对服刑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全力为刑释人员择业提供指导和方向，助力其走好

“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

崔家沟监狱签署职业技能培训协议

校企联手打造人才队伍

图为胡克禹带领学员们一起打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