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讯（记者 王怡纯）省科协与省
科技厅近日联合印发新修订的《陕西

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六类科普教

育基地认定标准、申报资格、动态管理

等事项。

根据《管理办法》，陕西省科普教

育基地是指依托陕西省境内法人机构

设立，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农

业、安全、自然资源、旅游、应急等领域，

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科普和教

育功能的示范性场所，包括科技场馆

类、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三农”类、

企业类、自然资源类、其他类。

其中，科技场馆类的设施条件明

确，室内展教展示区域面积不少于

1000平方米。科普展教设施设备形式

多样，包括展品、展板、说明牌等基本

展教设施以及多媒体、数字化、互动

体验类展教设备等，并根据科技前沿

发展和社会热点定期更新扩展内容。

科普服务方面要求，常年对公众开

放，每年实际服务公众天数不少于180
天；积极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等“走出去”的科普活动；积极参加各

级开展的大型科普活动，针对热点科

技问题组织公众科普报告、科学家科

普讲坛等活动每年不少于5次；以场馆

特色科普资源为基础，举办青少年科

技夏（冬）令营，或承接青少年科普研

学、社会实践等青少年科普活动每年

不少于3次；每年开展中小学教师科技

培训或研修实践活动不少于2次；利用

新技术手段提供互动讲解或线上虚拟

展示等服务；建有专门的科普网站；通

过各种媒介持续传播科普图文、视频、

书籍、课程、展教器具等一批质量好、传

播广的优质原创科普资源。

省科协牵头与省科技厅共同负

责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考察认定和

指导管理等工作。每批次认定原则上

不超过100家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符

合认定标准且科普工作成效显著，具

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机构，可自愿申请

认定。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设区

市科协、科技局，省级企事业单位科

协受理申报并择优推荐。由省科协、

省科技厅评审申报资料并实地抽检

后命名授牌。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每

五年认定一批，期间视情况进行补充

认定。

据了解，省科协、省科技厅近日已

启动“2023~2027年陕西省科普教育基

地”认定工作，凡符合《陕西省科普教育

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且科普工作成效

显著、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相关机构，

可自愿按照程序进行申报。“2018~2022
年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已超过认定

期限，可自愿按照程序重新申报，不受

申报名额限制。

阳光讯（记者韩冯盼）记者从省自
然资源厅获悉：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下达

了2023年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计划和绩效目标。

2023年，围绕秦岭区域、黄河流域

等重要区域和主要流域，重点部署历史

遗留矿山治理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修复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三

类修复项目。重点支持国家级和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老区、三区两线

可视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历史遗留矿山

以及生态功能问题较严重的市县实施

生态恢复治理。本次下达的2023年历史

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61个县

（区），治理面积1857.75公顷；省级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0个，治

理面积9894.91公顷；省级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13个，建设规模

40906.74公顷。

项目实施后，在《陕西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的秦岭

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

态屏障内6市29县（区）历史遗留矿山治

理任务全面清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

态屏障内9市32县（区）历史遗留矿山图

斑治理任务全面清零，秦岭区域和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陕西省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计划下达

阳光讯（记者韩冯盼）日前，记者
从省人大常委会获悉：《陕西省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条例》已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我省革命文物类型齐全、数量众

多、序列完整、等级较高、内涵丰富、遍

布全省。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

物普查和全省革命文物资源调查，我省

分两批公布了革命文物名录。全省共有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141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3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277处；全省共有各类革命纪念馆76
座，收藏革命文物41226件（套）。

“这些革命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

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重要载体和生动教材，需要通过立法

分级分类加以保护，更好发挥其在资

政育人、凝聚力量、推动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田文平说，“我省现行地方性法规中，

《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延安革命旧

址保护条例》等在加强革命旧址保护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省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

然突出，保护管理还有弱项，研究展示

存在短板，运用手段有待拓展。”

田文平表示，《陕西省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条例》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

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我省

文物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从调查认

定、保护管理、传承利用、区域协同等

方面对陕西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作出了规范性要求，为革命文物的保

护、管理、运用提供了法律遵循。针对

陕西革命文物点多、线长、面广、覆盖

面大的特点，《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条例》在区域协调方面创新尝试，鼓

励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加强区域合作交

流，鼓励依托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与兄弟省份开展跨省域合作，鼓励

文物、党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加强跨领域合作，同时提出要充分

发挥陕西延安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创新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方式，为创新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协同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作出了指引。

阳光讯（记者徐龙）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发布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公园评估

报告》，报告显示，在“全国主要城市公园分布均

好度排名”中，西安跻身全国35座主要城市第一

方阵，位居12座特大城市第七位。

据了解，作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特大城

市，西安建成区面积680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

577万人，公园绿地密度为1.91个/平方公里。

2022年，西安市公园分布均好度为1.49，在12个

特大城市中排名第7位。具体到各项指标：西安

综合公园服务覆盖率为65.99%；社区公园服务覆

盖率为58.62%；游园服务覆盖率为24.80%。报告

显示，西安市人均公园面积超过5平方米的区域

占比54.52%，在12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六位。

2022年，西安市共新增城市绿地705万平方

米，建成开放城市公园8座，新建和改造提升绿

地广场和口袋公园154座，新建绿道381公里。如

今，西安的城市公园不仅成为城市绿化美化、改

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城市绿地系统

中最大的绿色生态区。

全国主要城市公园分布均好度排名
西安居特大城市第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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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至9日
我省有一次明显雨雪天气过程

阳光讯（记者刘珺）陕西省气象台2月5日11
时20分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西风槽东移影响，

2月7日至9日，我省有一次明显雨雪天气过程，

雨雪主要时段在7日夜间至8日夜间。

随着气温逐渐下降，8日凌晨到白天陕北、

关中北部、秦岭山区将出现雨雪相态转化：陕

北、关中北部、商洛和秦巴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

雪，其中陕北西部、关中西北部、秦岭山区部分地方

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关中东部平原为小雨或雨

夹雪，汉中、安康河谷地区以小雨为主。过程降雨

量：陕北、关中3毫米～10毫米，陕南5毫米～15毫米。

积雪深度：陕北、关中北部、秦岭山区2厘米～6厘米，

局地6厘米～12厘米。后期11日~12日受短波槽东移

影响，我省大部仍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

陕西科普教育基地认定工作启动

《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已于1月1日起施行

鼓励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加强区域合作交流

阳光讯（记者 佟怡）2月6日，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36万人次。记者获悉，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当日国铁西安局开行图定

旅客列车339列，加开旅客列车91趟。

加开列车主要集中在上海、成都、重庆、

峨眉、达州、广州、深圳、苏州、乌鲁木齐、宝鸡、大荔、

汉中、彬州等方向。从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未

来三天，西安往上海、杭州、福建、成都、重庆等方

向动车组部分车次余票较少，其余各方向票额充

足。普速旅客列车往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新疆

方向列车票额较少，其他各方向列车均有余票。

针对湖北、四川等地的电煤保供任务，韩城

车务段优化装车组织，紧盯车辆配空、装车、出重、

输送、卸车、排空每个步骤，保障“入线前、入线后、

出线后”三个关键环节，做好装卸机具、劳力安排，

通过平行作业压缩车辆停留时间，为电煤运输提

供充足运力。

国铁西安局6日加开91趟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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