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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陕西旅游，

眉县横渠镇这个地

方是一定要去的，

尤其是学生。

这个地方，因

为“关学创始人”张

载而闻名于世。横

渠这个地名，因张

载（字子厚）号横渠

而得名。张载，北宋

时期著名哲学家、

教育家、思想家。

或许有人不知

道张载是谁，但一

定听说过著名的横

渠四句：“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这4句

话，因其言简意宏，

一直被人们传颂。

这4句话白话文的

意思为：为天地确

立起生生之心，为

百姓指明一条共同

遵行的大道，为历

代圣贤延续行将绝

传的不朽学说，为

天下后世开辟永久

太平的基业。这4

句话，说出了读书人应当有的

志向和追求：天下、万民、圣贤

之道、太平基业。这4句话，是

在告诫读书人：其心当为天下

而立，其命当为万民而立，当

继承发扬往圣之绝学，当为万

世开创太平基业。

张载的成名，与其孝悌和

遇到名师指点有关。15岁时，

张载既要为父守陵，还要种田

养家、侍奉母亲、照顾8岁的

弟弟，同时也不忘求学读书。

21岁时，他就向陕西招讨副使

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并要

参军作战。范仲淹

同张载一谈话，见

他思路清晰、学识

颇丰，就劝他回去

继续从圣人经典中

汲取营养。张载回

家后，“俯而读，仰

而思，有得则识之，

或中夜起坐，取烛

以书。”并与程颐、

程颢等切磋，学问

益进，最终形成以

《易》为宗、以《中

庸》为题、以“孔、

孟”为法的“关学”

体系。

熙 宁 九 年

（1076年），张载和

“蓝田四吕”，制定

实施了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村规民

约”——《吕氏乡

约》：“凡同约者，德

业相劝，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患难相

恤，有善则书于籍，

有过亦违约者亦书

之。”《吕氏乡约》不

仅是实践关学、身

体力行良好作风的

一个典范之作，对推动关中民

俗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也

对中华传统家规家风的形成

产生深远的影响。

说到家规家风，不能不提

中国优秀的传统“孝道”，千经

万典，孝道当先。孝顺父母、尊

敬老师，横渠先生做到了；刻苦

读书、结合社会发展认真思考，

进而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

案，横渠先生也做到了；能够总

结出传颂不衰的横渠四句，更

是功德无量。一言以蔽之，横渠

先生是学子们的榜样。

本报电（成林、田立阳）近日，陕西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地质找矿新闻发布
会。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介绍，目前，陕
西地质找矿工作已全面进入收获期，阶
段性成果丰硕。已探明资源量巨大，陕
西省新发现大中型以上矿产地17处，
新增矿产资源潜在价值7.37万亿元。

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卫华
介绍，2013年年底以来，经过地质工作
者的连续奋战，开创了陕西绿色勘查、
科学找矿的新局面；已探明资源量巨
大，陕西省新增主要矿产资源量铜
30.1万吨、铁矿石6.98亿吨、钼107.54
万吨、煤319亿吨。

其中，钼新增资源量超过世界级
金堆钼业的原有规模，为再造一个“中
国钼都”奠定了坚实基础；旬阳棕溪探
明铜资源量达8.15万吨，是陕西历史
上探明最大规模铜矿床的1.4倍；洋县
毕机沟钒钛磁铁矿区新增铁矿石是该
矿区历史上探明资源量的4倍；紫阳

县朱溪河、岚皋县官元一带圈定1亿
吨以上的大型铁矿。

在新一轮找矿突破中，陕西省铜、
银、锰、玉等资源勘查取得重大进展，特
种和稀有金属取得重大发现。初步预
计，铜资源量有望达45万吨、银有望达
3200吨、锰矿石有望达1600万吨；凤县
马蹄沟、安康早阳、坝王沟3地金矿资
源量可达100吨；丹凤北部和勉县—城
固北部获得石墨资源量400万吨，远景
可达1300万吨；在汉中、商洛新发现的
3处玉石矿，已获得玉石资源量70多万
吨，远景可达600万吨。

经初步估算，陕西全省新增矿产
资源潜在价值，按1990年不变价原矿
计算约7.37万亿元。其中，财政投入的
矿权处置后，预计国家可收缴资源收
益1041亿元（不含开采加工利用环节
取得的直接和间接税收），是省级地勘
基金投入资金的76倍，为地方财政增
收提供了稳定的来源。 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西省榆林市靖边

县，是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自然环境恶劣，靖边县的脱贫工作不容乐观。
在全面脱贫精神的指导下，靖边县通过机制创
新，全力破解扶贫攻坚难题，精准扶贫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近年来，陕西榆林把扶贫开发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拿出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要求，用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

榆林市扶贫开发攻坚战。
近日，笔者来到靖边中山涧镇五道沟村西湾

村小组，看到了由13户村民联营合作的生态养殖
场。该养殖场利用退耕还林的260亩土地，发展生
态养殖“良凤花鸡”。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这里拥有
荒草地天然青草饲料和昆虫、蚯蚓等动物饲料库
的资源优势，利用远离城市的特点，进行“天然养
殖”。已有来自西安的数家客户预定“土鸡蛋”，销
售渠道已经打通。

“预计到2017年，场里可养鸡1万只左右，扶
贫户每年分红可达3万元。目前，养殖场规模不断
扩展，主动参与到合作社的农户已有20多户。合作
社这种‘以老带新’的养殖模式，为村里及周边农
户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捷径。”靖边县扶贫办副
主任张克雄说。

中山涧镇贺家茆村推行的“合作社+贫困户”
养牛项目也令人印象深刻。据介绍，养殖合作社引
进30头改良型夏洛莱肉牛犊，然后垫资提供给15
户贫困户养殖，并在牛犊饲料喂养、防疫、病情防
治及管理等方面给予全程指导支持。待牛犊长到
10个月后，合作社将按照毛重每斤11元的价格回
收肉牛，同时扣除6500元的牛犊购买费用。据计
算，贫困户经过10个月的饲养，一般每户两头牛，
可获纯利润1.3万元左右。

一位养牛户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养两头牛很
轻松，也不会耽误地里的农活。有可能的话，我还
想再养两头牛。”张克雄表示，“只要你有信心，我
们一定支持。眼下先把现有的两头牛经营好，等积
累了足够的养殖经验，再为你申请。”

民以居为安，有家才立业。靖边县自2011年实
施大规模扶贫移民搬迁项目以来，已建成移民社
区和移民安置点23个，搬迁群众5741户25285人。
在移民搬迁资金的筹措过程中，靖边县通过整合
扶贫项目、捆绑惠民资金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建房
补助标准，减少贫困户自筹所需资金。张克雄说：
“靖边坚持将智力扶贫与金融扶贫相结合，靖边县
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始终将提高贫困户人口
素质放在突出位置，开展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
别、不同层次贫困户特点的精准脱贫。”

本报电（田立阳、李娜）日前，
第 26 届中国厨师节在陕西渭南召
开。本届厨师节以弘扬中华饮食文
化、展示德艺双馨风采、传承创新烹
饪技艺、推动餐饮产业发展为主题，
旨在通过展示饮食品牌和学习沟通交
流，进一步繁荣和丰富群众餐桌，助
推旅游美食发展，增强举办地餐饮产
业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合作。

渭南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特别
是有独特而悠久的饮食文化，其原料

食材丰富、菜品特色鲜明。渭南的餐
饮产业蓬勃发展，名厨名店名菜众
多，而且也是“中国厨师鼻祖”伊尹
的诞生地。有鉴于此，中国烹饪协会
特授予渭南“陕菜之都”称号。

此次厨师节上，渭南通过打造
“陕菜之都”品牌、祭祀中华厨神鼻
祖伊尹、在华山之巅进行“华山论
剑”全国烹饪技艺大比武总决赛这三
大亮点，让人们感受到陕菜以及中华
饮食文化的深远影响力。

11月4日至7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台北旅

展”在台北世贸中心展览馆举办。

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陕西旅游品牌在台湾地区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针对台湾市场需要和台湾同胞

喜闻乐游的旅游产品，陕西省旅游局积极组织延

安、榆林等市区旅游局以及旅游企业和旅行社赴台

参展。旅展期间，丰富的陕西旅游产品备受台湾同

业及公众青睐。公众咨询络绎不绝，累计发放各类

旅游宣传品3万余册。

本报电（吴丽丽）近日，喀麦隆
共和国西北大区代表团一行23人与
陕西建工集团华山国际工程公司进行
座谈交流。

陕西建工集团董事、陕西华山国
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海生就
陕建集团及华山国际工程公司近年来
的业务范围、精品工程及国际合作等
情况进行了介绍。据悉，陕建的业务
遍及中国31个省区市以及国外26个

国家和地区。
喀麦隆共和国西北大区代表团团

长特蕾西娅?恩库奥?阿坎吉女士在致
辞中表示，赞赏陕西建工集团在喀麦
隆完成的项目，希望陕建集团今后全
面扩大和深化与喀麦隆西北大区的项
目合作，期待两年后能在陕建的宣传
片里看到西北大区的建设项目。陕建
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国际经济合作做出了积极努力。

“文化墙”扮靓地铁3号线

西安地铁穿梭“丝路之旅”
吴绍礼 田立阳 陈洪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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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西安地铁3号线开通试
运营。目前，3条地铁线路同时运营，
搭建起西安四通八达、便捷顺畅的地
铁交通网络框架，标志着西安地铁正
式进入网络化运营时代。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西安在中西方交流历史中留下了辉煌
灿烂的印记。“新丝路之旅”作为地铁
3号线文化墙的主题，强化了西安“丝
绸之路节点城市”的功能作用与资源
禀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核心
城市的新标识。

地铁主题彰显丝路文化

在“新丝路之旅”主题中，西安
地铁将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手卷融
入公共艺术设计中，以宏大叙事的概

念、穿越时空的设计、富丽跌宕的画
面，全面展现古今丝绸之路上重要国
家、地区、城市的历史风情和现代发
展。文化墙从历史、文化、经济等不
同方向，体现丝路沿线政策沟通、道
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
相通的理念；以地铁全线统一主题深
入演绎西安的历史文化，同时提升了
城市气质；对地下交通环境、地域文
化、公共艺术以及创作机制4个方面
进行创新设计，满足社会对于公共艺
术作品的需求，揭开了西安地铁文化
全面发展的序幕。

西安地铁 3号线贯穿多个商圈，
集中展现了现代西安工业、科技、时
尚、文化、生态的快速发展。整条线
路以大雁塔为文化中心向四周辐射，
凸显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带来经济贸
易、文化交流的成果。据介绍，3号线
文化墙设计以“再一次，中国与世界
相通”为题，将城市历史文脉、风土
人情体现在地铁运营环境中，结合巧 妙的构思与丰富的视觉形象，使装饰

语言可读化，打造充满地域气息的特
色化地铁线路。

高端技术突出金字招牌

10年前的2006年9月13日，西安
地铁第一轮建设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
复，这是全国第13个获批修建地铁的

城市。2011年，随着地铁2号线的开
通，西安正式迈入地铁时代，成为国
内第11个开通地铁的城市。开通5年
来，西安地铁不断提高运营服务水
平，客流从开通初期的单线日均15万
人次翻了数番，发展到目前双线日均
近百万人次，线网最高客流达149.06
万人次，客流强度达国内前3名，在
西安城市缓堵保畅、完善城市交通枢
纽、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出行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地铁 2号线在设计、建设中
克服了“文物保护”、“地裂缝”和
“湿陷性黄土”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
荣获2014年度“FIDIC世界杰出工程
大奖”，堪称亚洲第一，不仅给西安地
铁贴上了金字招牌，也给中国地铁树
立了品牌和标杆。

据西安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张忠堂
介绍，预计到2021年，西安将形成7
条运营线路、总长243.2公里的轨道交
通网络。届时，地铁将大大缓解地面
交通压力，在城市交通中的骨干作用
将更加明显，市民出行将更加便利。

“陕西风情”台湾受追捧
田立阳

陕西新增矿产资源
潜在价值7.37万亿元

渭南荣获“陕菜之都”称号

喀麦隆代表团访问陕建

丝绸之路文化专列别具风情

丝绸之路文化专列外饰

中山涧镇贺家峁村15户贫困户每户领到两头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