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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广告 ]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近期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

商洛市北新街西段黄金地段房地产一宗，现将标的

状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位置：位于商洛市北新街西段郭村路北，

向东距商洛市大修厂约 50米；

二、宗地用途及面积：宗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

地/住宅，宗地面积 595.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77.65

平方米；

三、标的简况：临街为五层楼房，后带独立小院，四

至清晰，权属证书完整齐全；

四、标的参考价：550万元。

本次拍卖是近年来商洛市区内难得的投资置业机

会，本公司诚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关注本项目中蕴含

的宝贵商业机会，欢迎垂询，敬请期待。

联系电话：13772991000

联系人：田建宏

陕西宜中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房地产拍卖预告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聪
利）初秋时节，走进商南县过
风楼镇白玉沟村，只见丹江两
岸玉米丰收，精致的篱笆小院
点缀着座座民居，八方游客乐
而忘返。

今年以来，白玉沟村发挥
本地自然条件优势，采取“村
党支部＋集体经济＋致富带
头人”的发展模式，建设木耳
基地，引导发展木耳产业，共
投入资金 450 万元，建设标准
化 大 棚 15 亩 ，地 栽 种 植 85
亩，带动吸纳 50 名脱贫群众
长期在基地稳定务工，月增收
3000 元以上。

近年来，过风楼镇党委、
政府，白玉沟村“两委”采取多
种方式，积极动员群众，鼓励
在闲置田地种植油菜花，打造
油 菜 花 海 ，建 设 美 丽 宜 居 乡
村。为提升游客休闲体验，白
玉沟村本着“游美丽乡村、品
农家风味”原则，组织辖区内
的农家乐进行环境、菜品改造
升级，做大做强。如今，漫步
白玉沟村，春赏油菜花海，夏
避炎炎酷暑，秋观漫山红叶，
冬赏竹海白雪，让游客体验农
家菜园、果园采摘乐趣，品尝
当地农家风味，白玉沟村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休闲好去处。

自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来，白玉沟村采取多项措施，借助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平台，以文明礼堂为抓手，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宣
传，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农村文明新风尚，有效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的开展，助力群众性精神文化建设。同时，白玉沟村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发挥“一约四
会”作用，着力培育良好家风、民风、乡风、社风，广泛开展“十星级
文明户”“好公婆”“好儿媳”等评选表彰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今年以来，商州区北宽坪镇广
东坪村党支部制定“党建引领、文旅兴村、产业富村”的工作思
路，形成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推进“三抓三突
出”良好氛围。

村党支部制定了秦岭山水乡村建设“1+6”示范创建体系，即
党支部抓示范点创建，党员干部从村庄道路、通户路、河道沟渠、家
居环境、圈厕、田园 6 个领域抓创建。确定集中连片 20 户打造示
范点，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突出刁姓、赖姓等客家文化及地
下交通线红色文化，突显农业农村视觉、嗅觉、味觉体验，聚力绿色
食品、体验旅游，建设无公害油菜种植基地产业链加工延伸项目，
大力推进广东坪村“红灯照我行”“红色客家文化夜景”文化广场建
设，加速全域旅游广东坪串珠式点位打造。村上打造示范户 20
户，计划建设客家民俗展厅 1个，建设以“红灯照我行”为主题的客
家人夜景文化休闲广场 1 个，形成点到线、线到面的休闲区，白天
享受绿水青山，晚上融入客家灯火文化，把一个个小景连成一片靓
丽的风景线。村上还积极打造广东坪村“山地自行车赛”旅游路
线，按照“两边一补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工作要求，硬化通组路
3700米，让村民生活得更加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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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相间的柏油路、别具特色的房
舍、古香古色的传统作坊、设施齐全的活
动广场……近日，笔者走进竹林关镇王
塬村，优美宜人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而
这正是丹凤县竹林关镇大力开展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农村面貌实现华丽蝶变的
一个缩影。

沿着王塬大桥漫步，桥的尽头是该村
的网销直播中心。“这间直播中心由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筹建，主要以直播带货和网
店的形式，承担着本村和周边村民的农特
产品回收、包装、销售和群众生活用品的
网购派送服务，解决群众农产品销售难的
问题。”正在直播的网红刘振介绍道。

走进村子中央，一座古朴的竹编作坊

映入眼帘，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正坐在椅
子上编竹篓，只见他手法娴熟，将一根根
细细的竹丝依次穿插编织成形……“这是
我村的竹编坊，再往里面还有醋坊、挂面
坊和木工坊。这些手工作坊都是在秦岭
山水乡村建设中，我们对群众闲置的老旧
房进行加固改造，对无法修复的断壁残垣
和废弃圈舍，我们坚持拆建并举、以景治
乱，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逐个修建而成。
这样既改变了村容村貌，也解决了四大作
坊的建设用房问题。目前，四大作坊、香
菇园和红仁核桃园分别都有一条独立的
产业链，每个链条上，都发展有专业的工
匠队伍和一定数量的社员，成立了专业协
会，通过协会的形式带动群众增收。”王塬

村党支部书记李晓成说。
“沿途这几个小院落，都是经过设计

后，就地取材，用废旧青砖、单宁高速建设
中产生的碎石毛石点缀，变废为宝，修成
矮墙，形成了独具地方民居特色的靓丽村
落。像这样干净整洁、美观古朴的院落，
我们还在继续修建打造。村委会对面，以
前是废弃圈舍、柴草乱堆乱放，既影响了
美观，也破坏了村子的整体形象，我们将
这里修建成了集观赏与使用为一体的小
花园、小菜园，为村民提供了舒适的生活
环境。”李晓成介绍道。

“王塬村将围绕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依托‘四坊六链一中心’产业格局，通过精
细化加工、内涵化开发、外延化打造，做大

做优特色农产品，盘活村集体经济，让王
塬村的环境美起来、产业旺起来、乡亲富
起来。”竹林关镇党委书记杨富滨说。

顺着木工坊银花河向东，现在正在建
设的这条产业路正在加紧修建，这条路建
成后将与竹林关移民新村连接，进一步拉
大竹林关江北的城镇框架，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的出行。

目前，村子西头的农家乐和民宿也在
规划设计中。王塬村包村干部童桂珍说：

“依托王塬村独具魅力的山水乡村风貌，
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将会吸引更多外地游
客在此处驻足游玩，让外地游客在这里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让整个山村
都‘活’起来。”

山 水 王 塬 活 起 来山 水 王 塬 活 起 来
本报通讯员 赵 静

初秋时节，走进乡村山野，

处处可见黄灿灿的玉米、红彤彤

的辣椒挂满农家房前屋后，诉说

着今年的喜悦与丰收。

（本报通讯员 郧战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