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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刚下过一场春雨，坐落在秦岭支
脉熊耳山北坡的全宝山，林海苍翠，空气清
新，清脆的鸟鸣声萦绕耳畔。

沿着金门涧的河谷向全宝山林场走
去，一步一景，雪白的山杏含苞待放，茂密
的雪松郁郁葱葱，挺拔的楸树直插云霄，
清澈见底的溪流蜿蜒流淌，远处连绵起
伏的山脉环绕，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山水
画卷。

涵养生态 厚植底色

时值正午，到达鸡爪洼困难地造林现
场，钩机轰鸣声不绝于耳，林场全体干部
职工正挥镐舞锹、扶苗填土。站在山坡
高处远眺，造林整地场面正逐步扩大，几
天前种下的楸树、雪松、金丝槐、五角枫
树苗经过一场春雨的滋润变得绿意盎
然，一棵棵小树随风摇曳，为春日增添了
许多生机。

“这些年，全县植树造林力度不断加
大，容易造林的地方都栽上了树，剩下地块
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放下铁锹，全国
林草系统劳动模范、国有洛宁全宝山林场
职工马伟涛说，“鸡爪洼的山地上岩裸石
秃，风大天旱，种树难，成活更难，挖掘机挖
穴，碰到石头窝，还要换上新土。最金贵的
是水，从栽苗到发芽，树要浇透三次，否则
难以成活。”

为了抢抓春季植树造林的好时机，保
障山区植树的成活率，从春节起，洛宁县全
宝山林场和吕村林场全体干部职工齐上
阵，铺设直通山顶的引水管网近5000 米。
树木栽种完成后，还要定期浇水、剪枝，给
树木添加生根粉、保水剂以保墒情。

国有林场的植树工作是洛宁县推进国
土绿化工作的一个缩影。据统计，3 月 12
日全民义务植树节当天，洛宁全县共计
3000 余人参加了植树活动，栽下黄栌、五
角枫、金枝国槐、山杏等各类苗木 11000
株，新增绿化面积200余亩。

近年来，洛宁县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抢抓河南省被确定为全国科学绿
化试点示范省建设机遇，紧紧围绕“洛阳南

部生态发展区”总体定位，科学规划，强力
推进科学绿化，林业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特色
竹乡”“省级生态县”“省级森林城市”“河南
省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荣誉
称号，入围“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提名城市”，
绿色成为洛宁最鲜明的底色。

2023年，洛宁县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总抓手，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再上新
台阶，全年完成国土绿化5.3万亩，完成率
117.78%，其中人工造林 1.3 万亩、封山育
林3万亩、飞播造林1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约 126 万株；完成连宝河、渡洋河廊道绿
化 10.5 公里；建成省级森林特色小镇 1
个、森林乡村 12 个，完成率 100%，其中高
标准建设了下峪湖畔森林特色小镇和长
水镇西长水村、罗岭乡皮坡村、上戈镇南
丈村、故县镇北窑村 4 个省级森林乡村示
范村。

“这是 10 年前栽下的鹅掌楸，当时只
有膝盖那么高，现在已经亭亭玉立了。”在
回管护站的路上，46岁的马伟涛缓步走在
茂密的林间，沿途松鼠爬树，野兔跑跳，偶
尔可见远处的山鸡一闪而过。他时而伸出
粗糙的双手抚摸粗壮的树干，时而弯下腰

仔细观察野猪在树上留下的泥斑：“这片绿
水青山是咱们的家底，看着林子长势越来
越好，景色越来越美，子孙后代都能受益，
心里就舒坦。”

林下产业 点绿成金

要守好绿水青山的“底色”，更要在富
民增收上添一笔“亮色”。

茂密的森林是一座宝库，除了保护生
态环境，洛宁县也在积极探索提高林地综
合利用效率的生态经济，努力实现生态美、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近日，走进洛宁县凤翼山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楸树、玉兰、五角枫等挺拔茁壮，牡
丹、连翘、金丝菊等散落林下，散养的走地
鸡活跃在林间，不远处，村民正忙着给金丝
菊插苗、剪枝，林地里一派繁忙景象。

“咱们基地共计划种植草药丹皮 400
亩，菊花60亩，连翘60亩，射干100亩，柴
胡、防风100余亩；规划50余亩树龄大、郁
闭度较高的林地，采用仿野生法种植林下
食用菌，其中引进黄贝木耳原种1000 瓶，
可种植 10 万袋，预计收益 100 万元，黄金
菇1800瓶，可种植20万袋，预计收益130

万元；规划160亩地进行林下生态养殖，以
达到种养结合、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基
地负责人感慨道，“森林不仅具有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也蕴含着无限的

‘钱’景。”
为了大力发展林下产业，引导更多力

量加入造林、护林、营林的队伍，提高集体
森林经营水平，洛宁县积极探索“国储林+
林下经济”“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在凤翼山、莲花寨国储林基地种植连
翘、菊花、辣椒、南瓜、血参3600亩，年产值
2000万元、收益700万元；在河底镇、景阳
镇种植羊肚菌102亩，新建大棚72座，年产
值400万元、收益150万元；签约引进总投
资 1 亿元的 2 万亩林下香椿种植加工项
目。充分利用林地空间发展立体养殖，全
县林禽养殖32万只、林畜养殖2000头、林
蜂养殖 2.67 万箱，产值达 6100 万元，带动
全县林下种植养殖农户3150户，集体山林
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

“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绿色产业
链也在洛宁渐次铺开。2023年，洛宁县建
立民宿发展专家智库，新建成界外·微度
假、溪上陶峪等 4 家精品民宿；盘活绿地、
水域等自然资源，持续提升银洞河、逃离地
球等 5 大露营基地，加快故县镇窑瓦村莲
花寨星空露营基地等 5 个基地建设；依托
丰富的林果资源，发展休闲采摘、农事体验
等新业态……洛宁的绿水青山正在变为金
山银山。

“洛宁县位于‘洛阳南部生态发展区’，全
县林地面积181万亩，森林覆盖率53.91%。
重要的生态区位决定了洛宁县必须坚持

‘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必须做好生态这
篇大文章。”洛宁县相关负责人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洛宁的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景更美了。原始森林
里，珍稀动物红腹锦鸡闲庭信步；清澈见底
的溪水里，大鲵繁衍生息；旅游、康养产业
发展壮大，民宿在旺季时“一床难求”，牛
羊、家禽、菌菇、蜂蜜、中药材等林下经济稳
步发展，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路径
不断拓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李峰 徐正瑛 文/图

洛宁县扎实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做好生态大文章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大家不要有顾虑，请畅所欲言，对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多提宝贵意见。”近日，洛宁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的开场白，让代表们打开了话匣子，
也拉开了洛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日”活动
的序幕。代表们提出一个个群众关切的民生问
题，相关部门负责人逐一解答。平等的对话、亲
切的交流，让这场“主任接待日”活动充满了温
情、信任和期待。

自换届后，洛宁县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把完
善主任接待代表制度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提升履职质效的重要抓手，提出“四步走”工
作法，实现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解决问题，使

“主任接待日”活动逐渐成为洛宁县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的“金字招牌”。

搭建平台，收集建议。县人大常委会精
心拟定“主任接待日”年度活动安排方案，印
发活动通知，明确接待领导、接待地点、接待
对象等，做到一年活动早知道。通过提前与
代表沟通，掌握反映问题的类别、性质，确定
参加接待的相关专委会、常委会各工委室、

“一府一委两院”及其工作部门负责人，提升
代表意见建议办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专题
调研，摸清“卡”点。县人大常委会掌握代表
拟反映问题的大致情况后，围绕接待内容，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问题导向，广泛开展
调研，征集相关意见建议，掌握第一手资料，
准确把握代表意见建议办理要求，便于向“一
府一委两院”转交办理。面对面问，点对点
答。“主任接待日”活动现场，代表们踊跃发
言，反映问题联系实际紧，所提意见建议准，
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县人大常委
会提前约请“一府一委两院”及其工作部门负
责人参加，当场答复代表问题，并以书面交办
单形式转交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实时跟
踪，督促落实。对于主任接待中所形成的办
理思路与意见，由人大代联委及时梳理，常委
会全程督办，限时销号。对于意见落实及督
办情况通过短信方式实时向群众进行反馈，
切实营造让政府部门“有压力”、人民群众“有
盼头”的建议办理氛围，确保事事有着落、件
件有回音。

截至目前，洛宁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开展
主任、副主任接待日活动29次，接待各级人大
代表121人次，听取各级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
138 件，现场处理问题 65 件，形成代表闭会期
间意见建议25件，需转交政府办理15件，正在
办理的7件。

（高朝辉 李金）

“四步走”工作法
让“主任接待日”开花结果

“多亏了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同志
协调组织、牵线搭桥，我们成功申请到
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近日，接到瀍河区纪检监察干部的回访电
话时，洛阳锐泽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感
激地说。

今年以来，瀍河区纪委监委积极落实
联企走访“五员”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万
人助万企”活动，组织每名纪检监察干部
都分包一家企业，深入一线了解营商环
境、干部作风等情况，让企业“点题”，跟进
监督“破题”。在推动问题解决上，该区纪
委监委建立收集问题建议数据库，对收集
到的问题实行台账化、清单化管理，并要
求相关部门限时办结企业反映的问题，持

续推动问题收集、政策落实常态化，确保
“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截至目前，
该区纪检监察干部共走访40余人次，监
督调研企业45家，督促解决问题8个。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我们将继续完善常态化联系企业
机制，跟进惠企政策落实，剑指顽瘴痼疾、
加强制度约束，以最严监督护航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王可欣）

“一对一”联企走访 助企纾困解难

近日，伊川县检察院组织青年干警对
该院提起公诉的一起职务犯罪案进行庭
审观摩，并在庭审结束后就案件争议焦
点、举证、辩论等进行评议研讨，以案代
训，以实战促提升。

经过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
庭审程序，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当庭对
犯罪行为进行悔过。“黄某某作为曾经的
一名人民警察，本应该是人民权益的守
护神，却以猎杀野猪为由将枪支外借，并
干预司法办案，无视法律赋予的神圣职
责，最终酿成后悔终生的大错。我们作
为司法工作人员，要引以为鉴，更应该恪
守司法底线。”庭审最后，公诉人结合案

件事实，当庭开展了深刻的法庭教育和
法治宣传。

庭审结束后，伊川县检察院组织人员
围绕法庭辩论和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等方
面进行评议，总结本次出庭公诉亮点，引
导检察干警交流办案心得体会，并提出优
化建议。此次庭审观摩活动采用“现场观
摩+庭后评议+警示教育”的模式，是青年
干警培训与业务融合，以及日常监督的一
次生动实践。近年来，洛阳检察机关持续
深入开展多样化岗位练兵，强化实战演
练，在办案实践中不断提升检察履职能
力，以高质效检察管理促进高质效办案。

（周晓东 文喜洋）

庭审观摩以案代训 全面提升检察履职“成色”

昨日，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龙门
石窟擂鼓台保护项目于近日竣工，考古人员
在配合项目施工过程中，于擂鼓台南洞发现
80余件精美的石刻造像、建筑构件等遗物。

治理水害、危岩，消除洞窟
安全隐患

擂鼓台区域以擂鼓台南、中、北三洞窟龛
造像为主体，此外还包括三洞以北的小型洞
窟群，总计约80个窟龛。龙门石窟研究院石
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介绍，这里大多
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洞窟，在我国唐代佛教
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擂鼓台区域洞窟曾于2011年进行过水
害治理，多年来效果良好。”马朝龙介绍，2021
年河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导致擂鼓台区域
的洞窟渗漏水严重，洞窟也出现了结构性失
稳问题。

针对文物出现的险情，龙门石窟研究院第
一时间组织文保专家到现场实地踏勘洞窟病
害发展情况、评估险情，并根据评估意见及时
编制治理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去年
9月，擂鼓台保护项目开始施工，前不久工程完
工并通过验收，擂鼓台区域也重新对外开放。

在本次擂鼓台保护项目实施过程中，龙门
石窟研究院还使用了独创的新型加固技术。

“在擂鼓台南洞的前部，曾有后人为加固洞窟
所砌的墙体和砖拱券，但由于灾害、病变已发
生变形。”马朝龙介绍，借助现浇砼拱板、拱脚
加固梁、加筋网、弹性提拉杆件等，修复后的洞
窟内形成了整体受力结构，可有效抑制砖拱券
下沉趋势，这一独创技术针对性强、安全可靠。

此外，为消除擂鼓台南洞外墙面空鼓、开
裂现象，在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洞窟外接
的梯形砖砌屋顶被适当调整成加檐的瓦屋面
结构，排水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墙体夹层内清理出石刻造像、
建筑构件

在配合擂鼓台南洞加固维修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对洞窟前壁（西墙）内的填充物进行

了清理。“该墙由石块、青砖垒砌而成，宽约
1.3 米，其中临窟内的一侧为青砖单砖垒砌，
窟外部分为不规则石块与青砖单砖垒砌，石
块在下半部，上部为砖。”龙门石窟研究院历
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路伟介绍，大家在墙的
内部填土中发现填充物，经逐层清理，门南侧
夹墙中出土遗物56件，北侧夹墙中出土遗物
28件，初步观察多数造像残件可拼对修复。

路伟介绍，本次擂鼓台南洞的出土遗物
以石刻造像为主，有佛头、菩萨像残件、头部
残件、花纹残件、莲座残件、造像脚部残件和1
对门砧石（即门墩）等。造像残件均为圆雕
像，体量较大、雕工精细，另外还有一些造像
为擂鼓台南洞墙壁上坍塌的结跏趺坐像残
件，个别还残留有彩绘痕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圆雕佛头。
（如图）它保存相对完整，头顶有高肉髻，肉髻
和发髻表面装饰有“品字形”水涡纹，头两侧
和后部发纹被雕刻成起伏的波浪状。“这尊佛
头高 38 厘米、宽 22 厘米、厚 19 厘米，出土于
洞窟前壁西南角近南墙的地表下 40 厘米
处。从佛头大小来看，整体佛像的高度应该
在2米以上。”路伟介绍，它面相丰满、下颌圆
润，长眉细目，眼睑微启，直鼻，鼻尖稍残，双
唇饱满，神态恬静祥和，颌下有内凹弧线，具
有鲜明的盛唐时期龙门造像风格，初步判断
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物品，可能是在
晚唐至宋时期塌落后被掩埋于此。

在拆除擂鼓台南洞前部的砖砌墙体时，
考古人员对原本作为墙体一部分的佛足迹碑
进行了发掘清理。“上面可以看到线雕的胡人
牵驼图，应该与丝绸之路有关。”路伟说，该碑
的两面内容被首次发现和解读，对研究龙门
石窟乃至中国佛教中佛足迹碑的发展演变和
形制提供了新资料。

首次在古代维修工程墙壁内
发现造像

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墙
体内的遗物并非散乱堆放，而是逐层摆放后
垒砌于其中的。

这是为什么？根据洞窟历史上的坍塌记
录，前壁和窟顶前部垒砌的青砖，前壁内的出
土物及 2008 年擂鼓台区域窟前遗址考古发
掘等情况，考古人员结合文献记载的古代地
震史等推断，将造像填埋于墙内的时间应该
在明代中晚期，其目的主要是修复加固洞窟
前壁，节省砖石等用料。

这些造像来自哪里？路伟推测，它们有
些可能是石窟中塌落的残块，有些可能是该
区域作为香山寺别院时存留、散落的造像。

路伟表示，这是龙门石窟首次在古代维修
工程的墙壁内发现造像，对研究龙门石窟唐代
造像艺术、擂鼓台区的历史沿革、古代维修加
固历史及深化石窟保护研究等有重要价值。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王青茹 文/图

龙门石窟擂鼓台南洞新发现石刻造像 近日，“‘时代风 工业潮’东莞洛阳双
城记”摄影展在洛龙区正大国际会展中心
展览厅开幕。除了影像展示，该摄影展还
创新展出了3处“装置设计”，将工业生产
中的胶囊、铁屑等进行创意设计并展出，
给观众带来沉浸感。

本次展览由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河南
省摄影家协会指导，洛阳市文广旅局、洛阳
市文联主办。展览共展出影像作品 102
幅，由“从秩序到崇高——东莞制造影像的

后时代”和“摄影家走进洛阳工业采风”两
部分影像组成，讲述东莞制造业的故事，并
挖掘洛阳“大国重器”的时代风潮，用光影
画面讲述洛阳和东莞城市内工业遗产的保
护与利用，以及两座城市之间的工业遗产
更新、古今文化涵养、现代文旅时尚等。

展览将持续至 23 日，在洛展出结束
后，该展还将赴东莞进行展出。

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 通讯员 周亚
伟 实习生 苏李扬帆 尤晓菲

“‘时代风 工业潮’东莞洛阳双城记”摄影展开幕

精品民宿促进生态价值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