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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次实现全年森林草原防
火“零火灾”佳绩，在全国率先出台
光伏项目草原分区管理政策，黄帝
陵的苍郁古树群、药王山的翠柏连
绵、佳县的古枣林荫，这些自然与历
史的绿色瑰宝，被纳入古树群整体
保护……2024年，陕西林业聚焦守
好黄河流域、秦岭区域和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屏障”，
打好污染防治和“三北”工程“两场
攻坚战”，交出一份绿色“成绩单”。

全力主攻防沙治沙

一年来，全省林业系统按照《陕
西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行动方案》部署安排，牢
牢把握“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力争
在西部做示范”的战略定位，紧扣

“2025年全省流动沙地全面得到固
定或半固定，2030年全省可治理沙
化土地得到全面治理”的战略目标，
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三北”

工程建设为抓手，聚焦沙化土地全
面治理攻坚战、荒漠化土地综合治
理攻坚战、渭北旱塬植被恢复攻坚
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以及流动沙地
和半固定沙地全面治理行动等 14
项行动，全力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截至
2024年年底，工程区已完成营造林
207.28万亩，治理沙化土地95.47万
亩，种草改良 20万亩，流动沙地治
理 4.2万多亩，为全面打赢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
全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年来，全省累计谋划储备生
态保护修复、生态资源管护等林业
项目 2001个、较 2023年增长 23%，
落地实施项目 1145个、较 2023年
增长 14.16%，全省林业投资突破
90 亿元大关，较 2023 年增幅达
18.03%，其中省级财政投入湿地保

护修复资金，位居黄河流域 9 省
（区）第一。特别是陕西省秦巴山
区汉江丹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
化示范项目已通过国家竞争性评
审，计划利用 3年时间，在汉江两
岸和丹江沿线实施国土绿化 90.98
万亩，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秦岭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确保“一泓清水
永续北上”提供有力支撑。建立
林草湿荒并联行政审批机制，探
索推行重大项目“容缺受理”审核
机制，启动实施“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即报即审”服务，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审批时间从 20个工作日缩
短至 5个工作日，大幅度提高审批
效率。

全省“扩绿”取得新成效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全省“扩
绿”取得新成效。全省完成营造林
606.19万亩，占 440.70万亩年度目
标任务的 137.55%。同时，在全国

率先开展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
黄陵县纳入全国首批4个古树名木
保护试点县，黄帝陵古树群、药王山
古柏群、佳县古枣树群保护项目纳
入全国古树群整体保护工程。全面
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鼓
励指导各地积极策划实施网络尽责
项目，全年策划上线各类尽责项目
155 个，发放劳动尽责证书 46980
张、国土绿化荣誉证书 8237张，全
省超 1311万人次累计栽植各类苗
木6198万余株。

全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总数达
159个，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1825亿
元，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
献。同时，持续推进“百万亩绿色碳
库”试点示范项目，累计建立林草碳
库试点示范基地 36个、36.86万亩，
设立碳汇计量监测样地 88组 176
个，为我省林业碳汇可监测、可核
算、可交易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1月 12
日，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安铁路局）工务机
械段茂陵焊轨基地内，随着西十高
铁首根 500米无缝长钢轨焊接完
成，这标志着西十高铁钢轨焊接任
务全面启动，西十高铁建设进入新
阶段。

西安铁路局工务机械段茂陵焊
轨基地是全国16个焊轨基地之一，
主要承担西安铁路局管内高铁线
路、普铁线路的大修、维修以及新建
铁路的钢轨焊接任务。据悉，该基
地计划于2025年9月前完成西十高
铁510公里的钢轨焊接任务。

无缝钢轨是把短的钢轨焊接
起来连成几百米长甚至几千米
长，然后再铺在路基上。如今，人
们在乘坐高铁时，听不到车轮通
过钢轨缝隙发出的“咔嗒”声，这
是因为高速铁路的钢轨，全部采
用无缝钢轨，旅客在乘坐时才更
加平稳舒适。

钢轨在出厂时的状态被称为母
材，母材长度为100米，这些母材被

运到焊轨基地后，再焊接成 500米
的无缝长钢轨。长钢轨焊接工艺要
求极为精细，一个完整焊头需要经
过焊接、热处理、精加工、探伤等 16
道工序，特别是钢轨接头顶部行车
面的平直度偏差，须控制在每米 0-
0.2毫米内，以减少列车车轮与钢轨
接触面摩擦而产生的颠簸；而接头
导向面平直度偏差，须控制在每
米-0.1-0.1毫米内，这样才能减少
钢轨侧面轮缘与车轮接触面的磨耗
和列车的晃动。

“为了做好西十高铁钢轨焊接
工作，我们不断优化焊接工艺，加密
检测频次，提升焊接质量，克服了包
钢U71MnG钢轨外形控制难度大、
冬季伤损高等困难，严格将焊头表
面平直度控制在正负0.1毫米以内，
既保证焊头质量稳定可靠，也确保
列车高速运行时平稳舒适。”工务机
械段焊轨车间主任、高级工程师任
立新介绍道。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是陕西
“米”字形高铁网中重要的一“捺”，
该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

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
新建正线长255.7公里，设计速度为
每小时 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
169公里，沿途设西安东、蓝田、商
洛西、山阳、漫川关5站。

西十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
实现 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的

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5小时缩
短至2.5小时左右，将对进一步完善
全国高速铁路网，拉近陕西与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时空距离，加强
关中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
系，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

西十高铁钢轨焊接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争耀）1 月 12 日，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
动，全国共有 30个考古项目进入初评候
选项目名单。其中，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入围初评。据了解，评选活动办公室将
组织投票推荐产生 20个考古项目进入
终评，并最终选出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2024年 3月至 12月，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陕西省宝鸡
市岐山（扶风）县周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
掘，发现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
筑群及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墙，进一步揭
示了遗址商周时期的聚落结构。“先周时
期大型夯土建筑群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
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遗址考古发掘项
目负责人种建荣表示，以往对西周城墙

的发现与发掘较少，对西周城墙结构形
制、西周城址形态的认识尚缺乏，周原大
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墙的发现，特别是
宫城南门与大城东门的发掘，不仅促进
了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认识，而且
为中国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资料。

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片记载着“秦
人”字样的甲骨，这是迄今为止对秦的最
早文字记载。考古人员在宫城南墙外的
壕沟下层发掘出土了 200余片卜甲与卜
骨，其中有字甲骨30片，初步辨识出刻辞
180字，内容如“秦人”“壬子王其獸……”

“邑其呼归。周”等，这些甲骨文中有王
令诸侯的记载，有反映西周时期国家管
理的内外服制度，也有反映西周时期天
文历法相关的记载。这些甲骨的出土，
为研究西周甲骨学乃至西周历史提供了
宝贵的实物材料。

周原遗址参评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讯（记者 陶颖）1月 12日，
西安晴间多云，虽有阳光，但气温
较低。近期西安受高空西北气流
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
14日-16日有一次弱降温、吹风天
气，日平均气温将下降 3～4℃，伴
有 4～5级阵风，过程期间最低气温
预计出现在 17日早晨，城区及平原
地区降至-6～-5℃，高海拔山区降
至-12～-10℃。

据预报，西安13日：晴间多云，-1～
8℃；14日：多云，-3～7℃；15日：多
云转晴，- 4～5℃；16 日：晴间多
云，-4～8℃；17日：多云间阴天，-5～
6℃；18日：多云转晴，-1～11℃。

13日：陕北北部晴天间多云，陕
北南部、关中、陕南阴天。陕北北部
部分地方有 4～5级偏西风，局地阵
风可达 6级以上。14日：陕北、关中
多云，陕南阴天。陕南南部有小雨
或雨夹雪（0-3毫米），山区局地有中
到大雪（5-10毫米）。陕北、关中、陕
南东部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
6级以上。日平均气温陕北大部、关
中西部、陕南东部、秦巴山区下降
6～8℃，局地 8～10℃。15日：全省
晴天间多云。

明起西安有一次
弱降温吹风天气陕西林业交出亮眼绿色“成绩单”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1月10日，
唐风遗梦——胡勇手绘唐三彩作品
展在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胡勇手绘唐三
彩 41幅岩彩画作品。创作中，胡勇
选用岩彩这一古老却充满生命力的
绘画材质。岩彩丰富多变的色彩层
次、细腻入微的质感，为重现唐三彩
的华美风姿提供了广阔空间，赋予
古老技艺全新的表现形式。

开幕式上，陕西唐三彩艺术博
物馆馆长齐跃进表示，胡勇将这些
古老的文物在画布上赋予了新的
生命力，巧妙地融合西方绘画技法
与中国传统矿彩颜料，这种跨文
化、跨技法的创作方式，不仅展现
了胡勇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创新精
神，更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
辟了新的路径。

据悉，展期至3月10日。

胡勇手绘唐三彩作品展
在西安开幕

工人进行焊接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