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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年前，地处商南县金丝峡镇武关河下游的先民
们，怀揣着五彩的梦想，聚族而居，开荒种地，但肆虐的洪
水一次又一次地撕碎了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先民不
得不修建了一座二郎庙，以祈求神灵护佑苍生。尽管如
此，幸福的生活距离他们仍然非常遥远。

7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村民们不屈
不挠、埋头苦干，终于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小康。

今天，1500 多名二郎庙群众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同时，昂首阔步奔向新时代。

搭建一座从乡愁守望到乡村振兴的精神文化之桥，二
郎庙村史馆便应运而生。

建一座村史馆建一座村史馆，，汇聚村民汇聚村民““传家宝传家宝””

虎年的春节刚过，武关河畔的二郎庙村，山桃早已相
继盛开。

2 月 7 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二郎庙村委会二楼的办
公室里，30 多个人像山上的桃花一样笑容灿烂，他们在谈
论着同一个话题——修建二郎庙村史馆。“修建村史馆是
大好事，要把二郎庙村民埋头苦干、战天斗地的 70 年历史
记载下来，让后辈们记住并发扬光大。”老党员王登说完，
村民汪从来接过话题：“村史馆建好后，要让我们能经常进
去看看，让群众留住乡愁。”商洛日报社驻村第一书记马泽

平认真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
围绕村史馆建设，村民们这样踊跃讨论，已不是第一

次。去年 7 月，商洛市新一轮乡村振兴帮扶开始，商洛日
报社驻村工作队进驻后，调研发现二郎庙村属典型的秦楚
文化交汇地，陕南传统农耕文化影响深远，民俗文化地域
特色鲜明，抢救性挖掘保护农村历史文化、留住文化根脉
极为迫切。工作队便和村两委就《二郎庙村史馆建设实施
方案》，组织村里老教师、老模范、老党员多次研讨，吸收了
村里乡贤能人提出的不少建议。

有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帮扶单位商洛日报社从资金、
人力、设计上对村史馆建设给予全面保障，并逐一细化任
务、责任到人，压实工作进度。驻村工作队利用 2 个月时
间对当地老物件和文史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并形成 16
个章节 3 万多字的村史馆建设文案，收集、整理有价值老
图片、老物件、旧书籍等共计 300多份。

建设村史馆也创造了一个凝聚群众合力的契机。为
了项目顺利建设，村干部带头行动，免费向村上捐赠“传家
宝”，群众也积极响应，纷纷捐献了 200 多件有价值的老物
件。当地村民汪伍还主动将 5 间民房以很低的租金流转
给村委会，作为二郎庙村史馆主体建筑。

4 月底，占地 100 多平方米的二郎庙村村史馆终于建
成，房屋整体充分保留土夯墙、黛青瓦、木椽梁的陕南民
居风格，因地制宜划分为村史室、农耕文化室和民俗文化
室 3 个展室。

藏一馆村史藏一馆村史，，增添十分精气神增添十分精气神

5 月 1 日，在商南县城定居多年的严海琴回乡探亲，当
她推开二郎庙村史馆那两扇古色古香的大门时，感觉自己
仿佛走进了二郎庙村的时空隧道。在农耕文化展示室里，
严海琴站在老织布机前，动情地告诉记者，她的太婆就是
当地远近闻名的织布能手，用织出的布匹去换粮食，才救
活了她的奶奶，这才有了她。“村史馆面积不大，却存放着
村里不少压箱底的‘宝贝’，带着漆痕的割漆篮、漆刀，还

有陶罐、锄头、犁铧等古老的农具，它们都留有二郎庙
村人的温度，每个物件背后都珍藏着老一代人的动人

故事。”严海琴说。
二郎庙村史馆不仅让当地群众找到了乡愁之

“根”，也让群众在一馆“苦干劲”里，找到了乡村
振兴之“魂”。村上通过村史馆展示王、杨、汪、

孙“四大家族”的乡
贤名人与其良好的
家风家教，培养当地
村 民 弘 扬 乡 贤 精
神。村史馆里的老
物 件 、新 旧 图 片 对
比，充分展现着二郎
庙村民数百年来沉
淀的耕读传家、崇德
向善、埋头苦干、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品质。村两委
还坚持建馆为民，积
极组织老党员、老干
部、学生等入馆参观，把村史馆建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休
闲书屋”，以此涵养乡风文明，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和对乡
村的热爱之情。

今年 6 月 4 日，端午节期间，二郎庙村史馆里，12 岁的
村史馆公益讲解员、小村民嵇翔枚在老物件铁钻子旁，绘
声绘色地说：“这个铁钻子是我们的祖辈用来修补铁锅时
自创的工具，充分体现了二郎庙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
精神品质，我们将这些品质进行挖掘，和历史上二郎神不
畏艰辛、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结合起来，就能浓缩二郎庙
人‘勤俭持家、艰苦奋斗’8个字的本土精神，我们将在这个
本土精神的陪伴下，走好乡村振兴路。”话语刚落，引来一
片掌声。

自 2022 年 5 月开馆以来，村上已先后组织了 20 多场
次村民、学生参观活动，群众和游客自发前来参观达 5000
多人次。如今，二郎庙村史馆已成为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
新阵地和网红打卡地。通过建设村史馆和相关文化载体，
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了，村子更美了；邻里纠纷减少
了，民风更淳朴了；好人好事更多了，村风更文明了；自主
创业就业意识更强了，乡村振兴斗志上来了。

亮一馆名片亮一馆名片，，激活几许新动能激活几许新动能

二郎庙村毗邻陕南唯一 5A 级景区金丝大峡谷，距核
心景区只有 15 公里，碧水潺潺的武关河绕村而过，形成天
然的太极湾，郁郁葱葱的湘子崖耸立在村子后面，景色迷
人。2018 年，二郎庙村被评为陕西美丽宜居示范村，发展
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

为了推动创建村史馆破题乡村文化振兴，激活乡村振
兴“整池水”，二郎庙村将村史馆与村档案馆、村方志馆、农
家书屋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与党史学习教

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村史馆
的文化价值，实现一馆多用，将村史馆打造成聚民心、暖人
心的文化“加油站”。

村上借助驻村帮扶单位商洛日报社的媒体宣传优势，
把村史馆作为推介二郎庙村的窗口，以此讲好二郎庙村美
丽宜居乡村好故事。帮扶单位先后联系省、市、县多家媒
体对村史馆进行宣传，制作二郎庙村史馆宣传短视频 50
多个，吸引市内外 20 多名网红人士到村里采访，拍发短视
频，最大限度地将乡音、乡情、历史变迁和产业振兴展现出
来。通过宣传推介，村史馆里的展品“活”了起来，二郎庙
村的人气“旺”了起来，良好的乡村形象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内涵和活力。

村上还将村史馆的建设与秦岭山水乡村建设融合，与
乡村休闲游功能配套设施建设有效衔接，为赋能乡村振兴
开创良好局面。借助村史馆建设契机，村上巧妙利用当地
群众“古树底下拜干大”的古树文化，赋予 300 年皂角古树
新时代文化内涵，打造出了“民心树”文化广场，通过举办
文化活动、全民健身、农民丰收节、环境整治红黑榜评选等
活动形成“人人讲文明、户户谋发展”的正气新风。村史馆
建成后，村上成功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打造了陕
南茶馆和农家乐项目，传承当地的茶文化和金丝十三花饮
食文化。村上还挖掘文化资源，利用火箭残骸落地二郎
庙，开发出了卫星科普基地；利用现代香菇产业基地打造
了食用菌采摘体验园；借助旅游人气，创建了二郎庙香菇、
蜂蜜、花生油、手编草鞋等多个“农旅文”特色产业品牌，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二郎庙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书晶告诉记者，二郎庙村将村史馆作为
乡村振兴的“精神家园”，正在撬动乡村文旅发展新引擎，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带动群众口袋鼓起来、脑袋富
起来、生活美起来。

在乡愁守望中昂首奔向振兴路在乡愁守望中昂首奔向振兴路
———商南县二郎庙村创建村史馆破题乡村文化振兴纪实—商南县二郎庙村创建村史馆破题乡村文化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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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解 洁）为建设覆盖全省、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省控网络，根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2年新增辐射环境监测省控点选址工作的通知》及《2022年
新增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省控点选址方案》文件要求，商洛市开展
了全市新增省控辐射环境监测网监测点位选址工作。

据了解，本次拟在商洛市六县一区增设 17个省控辐射环
境监测点位，分别为瞬时空气吸收剂量率和累积剂量的环境
辐射，饮用水水源地水体、土壤及环境电磁辐射。环境γ辐射
和环境电磁辐射是全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别对大气环境中瞬时伽马剂量率进行连续自动监测和环境

电磁功率密度手动监测，实时掌握区域辐射环境质量现状和
变化趋势，同时起到核与辐射安全预警监测作用。监测技术
人员根据《2022 年新增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省控点选址方案》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等对拟选点位进行实地踏勘，获取准确的坐标、海拔、地形图、
周边环境照片等资料，选定符合各县区实际情况的监测点位
和备选点位，使所选点位既具备长期性、稳定性，又代表一定
范围的本地情况，同时便于点位的安全管理。截至目前，各县
区已顺利完成点位选定及信息上报工作，下一步将根据相关
技术规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商洛市顺利完成新增省控辐射环境监测点位选址工作

新建的水杂果产业园新建的水杂果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