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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干 净 、村 庄 整 洁 、家 园 宜
居、村民欢喜……在镇安县达仁镇，
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今
年 以 来 ，达 仁 镇 以“ 两 改 两 转 三 促
进 ”为 抓 手 ，聚 焦 农 村 改 厕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等 重 点 ，充 分 发 挥 党 员 干 部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带 动 群 众 共 同 参
与，为乡村建设按下“快进键”，让乡
村更美更宜居。

“以前上厕所是受罪，现在是享
受。”达仁镇双河村村民刘声亮半开玩
笑地说。经过厕所改造，刘声亮彻底
告别了夏季蚊蝇肆虐的院外旱厕，用
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

厕所虽小，改起来却并非易事，除
了不愿花钱，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也
让村民对改厕并不上心。“祖祖辈辈都
习惯了，觉得没必要改，所以开始大家

的积极性并不高。”双河村党支部书记
刘声炜回忆。

为激发群众改厕的积极性、主动
性，达仁镇打出宣传发动、精准摸底、
抓点示范组合拳，不断提升群众对改
厕的接受度、认可度、参与度，实现从

“不想改、要我改”到“我要改、主动改”
的转变。

在厕所改造过程中，达仁镇坚持
“一户一策”，充分考虑群众意愿，镇、
村统筹质量把关和技术指导，让农村

“厕所革命”工作不断深化，从根本上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这个是石头打造的磨盘，年轻
的时候，我还用它压过菜籽油。那时
候，做梦都没想到现在能过上这么好
的日子！”古老的石磨盘唤醒了杨清
福的记忆和乡愁，已经 70 多岁的他谈

起别具一格的休闲小广场，由衷地竖
起了大拇指。

在达仁镇丽光村口袋公园，三三
两两的村民正聚在一起闲话家常。“现
在村里真是不一样了，环境好了，大家
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村民杨清福
说，这里曾经垃圾遍地、杂草丛生。不
久前，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的党
员干部与村民一起对垃圾、杂草进行
集中清运，并铺砖修整，建成了这处别
致的口袋公园。

今年以来，达仁镇按照“微改造”
理念，大力推进“净美达仁”创建十大
行动，通过就近取材、闲置利用等措
施，因地制宜布局建设一批小公园、小
花园、小广场、小菜园、小果园等微景
观，实现小投入、微建设、大提升，让群
众记住乡愁，百姓得到实惠。

近 日 ，狮 子 口 社 区 志 愿 者 闫 莉
像 往 常 一 样 ，一 大 早 起 来 就 拿 着 扫
帚 开 始 忙 前 忙 后 地 打 扫 卫 生 ，周 围
已经有不少邻居正在忙不迭地擦窗
扫 地 ，这 已 经 成 为 每 周 一 早 晨 他 们
的“固定动作”。

“ 现 在 我 们 家 家 户 户 每 周 一 都
自 觉 打 扫 院 落 ，环 境 卫 生 是 越 来 越
好，我们住得也更舒心了！”闫莉说。

志愿者能够自发加入义务清洁
环 境 的 秘 诀 在 于 党 员 干 部 示 范 引
领。达仁镇将全镇划分为 144 个片
区，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认领责任
片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推进党建引领志愿服务，让群
众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

“主角”，形成“人人动手，全民参与”
的良好氛围。

达仁镇 乡 村 面 貌 展 新 颜
本报通讯员 邹大鹏

在丹凤县寺坪镇文家谷，林荫小
道郁郁葱葱、游戏娱乐设施齐全，孩子
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玩蹦蹦床、滑滑梯
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幅山水相
依、绿色宜居的生态画卷呈现在眼前。

“我们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大氧吧，
很多游客带着孩子过来玩。现在镇上
又修建了康养谷，来的人就更多了。”
一位村民高兴地说。

近年来，寺坪镇抢抓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机遇，深入开展“两改两转三促
进”行动，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巧
打“生态康养牌”，大力发展中药康养、
生态旅游、精品民宿、休闲观光等产
业，形成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新格局。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如何统筹镇域资源优势，将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效链接也是
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思考的问题。为
此，寺坪镇党委把 34 个党小组 200 多
名党员干部下沉到村组包联农户，广
泛征集村民意见。镇领导班子多次调
研考察、观摩学习，依托镇域独特的自
然资源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明确
农旅融合发展方向，文家谷、露营基地

等旅游打卡地应运而生。
坐落在寺坪镇寺坪村河畔的文家

谷，项目建设占地 50 亩。已建成的松
果造型组合滑梯、云朵蹦蹦床、梅花鹿
攀爬架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好地方。
农家乐、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生态
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已配备齐全，山
茱萸文化馆、药王中医馆等也在抓紧建
设。闲暇之余在一片绿意中搭一顶帐
篷，铺一张餐垫，戏水、玩乐、聊天，与大
自然来场亲密接触，拥抱“诗与远方”。

寺坪镇还以上运石地质公园景区
为重点，规划建成寺坪红色纪念亭、飞
播林观景亭、山门、休闲广场、林海栈
道等景观。同时，大力发展山茱萸产
业 4.1 万亩，建成了 200 亩杂粮种植
示范基地 2 个、食用菌基地 3 个、中蜂
养殖基地 2个、生态养殖基地 6个。

据了解，寺坪镇做大做强生态康
养产业链，随着中药康养、生态康养、
精品民宿、休闲观光等特色项目陆续
开发，丰富的文旅产品供给将给游客
带来全方位的体验感，逐步形成生态
化、高端化、品牌化、特色化的产业体
系，生态康养作为寺坪镇的“金字招
牌”正在逐步向外彰显无尽的魅力。

寺坪镇寺坪镇

擦亮“生态康养牌”
本报通讯员 刘小琛

近年来，丹凤县竹林关镇通过全域统筹、全员发动、全民参与的方式，打造了
一个又一个秦岭山水乡村。王塬组是竹林关镇南院村打造的首个秦岭山水乡村
示范点，日前，联排的土坯房改造提升以完成，新改造的土坯房不仅提升了住房品
质，还将房融于景，打造成了“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优美
村居。 （本报通讯员 苏甜甜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满平）今年
以来，丹凤县商镇王塬村聚焦“和美康
养地·山水王塬村”目标，扎实推动党
组织建设，实现村强民富环境美。

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王塬村先
后荣获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秦岭山水乡村建
设等示范村称号，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工作多次接受市县领导调研观摩。围
绕乡土、乡情、乡味的定位，王塬村一
脉相承地制定了《王塬村十年规划》

《党建示范点建设三年行动规划》《乡
村振兴产业规划》和“1453”工作路径，
明确围绕人才队伍、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乡村治理 4 个支撑，建设乡村治理
示范区、生态旅游观光区、高山水果种
植区、休闲农业示范区、中药康养度假
区等五大区域和涉及组织建设、产业
发展、乡村基础设施的 43 项重点任
务。目前，已完成投资 3200 多万元，
完成2023年度任务的88%。

王塬村用集体经济资金大力发展草

莓、葡萄、樱桃三大高端水果主导产业，
新建智能日光大棚13个，新栽植新品种
葡萄25亩1500多苗，种植连翘350亩，
辐射带动周边184户群众增收。村上同
步支持党员群众发展红仁核桃、苗木基
地、飞鼠养殖、食用菌种植、娃娃鱼人工
养殖、泥塑等小众产业，目前已成雏形，
部分产业开始增收，全村自强自立、蓬勃
向上的创业氛围态势明显。2022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超1.2万元。王塬村盘活
原村小学资产改建王塬村党群服务中
心，改造便民中心、党代表活动室，院内

“白改黑”1200平方米，在活动室门前种
植油葵 120 亩，绘制移民点 3D 文化图
12面，建成长3000米、宽4.5米产业路
项目，实现了从王家大院路口到村党群
服务中心的环道贯通。

同时，王塬村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铺设全村沥青路面 12 公里，新建口袋
公园 5 处，完成休闲广场 1 处，改厕
300 座，全村整体实现了视线畅通、路
净灯明、整洁有序。

王塬村王塬村

村 强 民 富 环 境 美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澎涛
彭建文）为充分发挥广大乡村家

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
用，让“五美精神”深入人心，商州区
北宽坪镇广东坪村积极开展“五美
庭院”建设工作，助推“五小产业”发
展，全力提升全村人居环境，助推乡
村振兴。

广东坪村利用微信群等渠道，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坚持干部
联户制度，让干部成为“五美庭院”
助推“五小产业”发展创建的宣传
员、示范员、监督员，让群众做“五美
庭院”助推“五小产业”发展创建的
参与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利用村民
说事“片区会”，加大“五小产业”的
宣传力度，全力打造“小养殖、小种
植、小菌类栽植、小加工、小商贸”为
主的“五小”庭院经济项目，鼓励引
导群众利用庭院发展特色产业，让
房前屋后方寸闲地变成寸土寸金，

致富增收又增绿，让群众的小庭院
汇集成户户增收的大产业，探索山
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另外，
全村每月定期组织一次“五美庭院”
助推“五小产业”发展评比活动，通
过群众家庭自愿报名参与评比、村
级对照标准入户核查的形式进行

“五美庭院”助推“五小产业”发展评
选，对评选出的“五美庭院”助推“五
小产业”发展示范户，由村“两委”隆
重表彰，举行挂牌仪式并发放日常
生活用品作为奖励，实现挂牌一户，
带动一片的示范带动效果。

齐 参 共 建 ，小 家 美 变 成 全 村
美。广东坪村引导群众以主人翁姿
态投入整理活动中，确保自家堆放
的杂物摆放整齐、门前屋
后 整 洁 ，做 到 不 乱 堆 乱
放，不乱搭乱建。同时，
引导村民全力落实“门前
三包”政策，以示范户带

动普通户、帮助困难户。截至目前，
广东坪村累计发动群众 100 多人
次，清理柴草、土堆、木材、砂石等
900 多处，规范垃圾投放点 16处，建
成水美乡村示范点 2 处，建成红色
文化、客家文化宣传墙 120多米。

广东坪村利用本村客家文化资
源，开发红色地下交通线红色资源，
加快建设广东坪“客家人文化馆”，
推进产业转型、业态转型；做好“土

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
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
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加快广东坪村北京同仁堂
药源基地的认证，鼓励中药材种植
户，土蜂、鼯鼠养殖户等加入专业合
作社，参加农业相关保险，针对性做
好相关专业技术培训，加大宣传力
度，鼓励脱贫户、合作社开办“农家
乐”“生态农庄”等文旅项目建设，为
其代办相关申报事项，并给予一定
政策支持；利用村民说事“片区会”
鼓励现有药材小商贩抱团发展，使
群众的小编织、小木工、小加工等

“自用”产品变商品，推动农旅融合，
规范经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商品
流通中间环节，增加群众收入。

广东坪村充分利用好蠎岭绿道景
区优势，不断提升现有“客家夜景文化
广场”“擂鼓台瀑布景点”，挖掘资源优
势，加大宣传扩大影响，打造蠎岭绿道
4A级旅游景区串珠式特色旅游新景
点，显著改善村庄面貌，大幅提升人居
环境，擦亮乡村美丽底色。

广东坪村广东坪村 “五美庭院”点亮幸福生活

7 月 20 日，在商南县清油河镇涧
场村施工现场，机器隆隆作响，车来车
往，施工人员正在忙碌地进行作业，绿
化河道环境、砌花坛、建凉亭……这是
涧场村按照清油河镇“一山一河一路”
发展流域经济总体规划，以“两改两转
三促进”为抓手，实现昔日“烂河滩”向
今日“生态园”的完美蝶变。

涧场村的大学生李福杏回到家后
感叹道：“家乡的环境真是大变样，水
泥路变成了柏油路，空气也变得很清
新，每天来这儿游玩的人也多起来了，
看到村里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我是
打心底感到高兴。”

为进一步打造秦岭全域旅游经济
带，清油河镇实施了涧场至后湾旅游环
线建设项目，项目投资 600多万元，总
长2.51公里、路面宽5.5米，铺设沥青路
面。项目建成后有效解决了旅游高峰

期道路拥堵和群众出行不便的难题。
涧场村全面践行“小厕所、大民生”的发
展理念，党员干部分片包抓、因户施策，
科学合理选型，完成改厕15户，新建公
厕1座。同时，启动老旧房屋改造，拆除
废旧房屋 3间，改造房屋 7户 21间，硬
化连户路800米，修建拦河坝3处、凉亭
1座、吊桥1座，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及公
共服务水平；聚焦“生态茶城”建设要
求，结合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工作，
全面摸清“三资”底数，成立以茶产业发
展为主的新业态公司1家，新建茶叶基
地 230 亩，对已建成的 1100 亩茶叶基
地统一管理；新修挡墙1300米、建设口
袋公园 2个、改扩建庭院花园 10个、发
展庭院经济建设小菜园 10 个，拆除旧
柴棚8个、新建柴棚6个、栽植景观树木
200多株、清理河道1.6公里，提升了乡
村“品质”，提升了乡村“颜值”。

涧场村涧场村

“颜值”“品质”双提升
本报通讯员 李潇 孔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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