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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乡村]

初秋时节，漫步于丹凤县蔡川
镇留仙坪村，目之所及，果蔬布满
田间地头。抬头望去，树木葱茂，
风光无限。红色墙绘，黄泥墙、瓦
屋顶、木板门的传统民居，干净整
洁的村道……一幅幅乡村美景跃
然 眼 前 ，生 动 地 展 现 了 留 仙 坪 村

“红绿融合”的蝶变。
蔡川镇留仙坪村是中组部确

定的第二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
设试点村。近年来，蔡川镇围绕抓
党 建 促 乡 村 振 兴 主 线 ，积 极 实 施

“两改两转三促进”行动，依托丰富
独特的红色资源和传统特色生态
资源，主打红色游、生态游，不断激
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1946 年 8 月，李先念所率中
原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领的陕南
游击队在留仙坪胜利会师，这里一
度成为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挥中
心。”在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向前
来研学的学生讲起了当年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
战的故事。

自今年 4 月份运营以来，共有
150 批次 6000 多人在留仙坪红色
教育基地举办了主题党日、研学拓
展等活动。

该村始终坚持“红”的底色，将
红色历史、红色教育、红色旅游与
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科学规划村庄
建设，“串珠式”建设会师广场、红
色剧场、党史教育基地、陕南游击
队指挥部旧址、张孝仓故居等 5 个

“红色地标”，如今，留仙坪村已成
为全市党员干部开展党史教育、党
性体检的“主阵地”和重走中原突
围路、聆听红色故事的旅游“打卡
地 ”。 累 计 接 待 培 训 20 期 1500
人、各类旅行团 60 批 3600 人，实
现收入 35.5 万元。

除了红色，绿色也是留仙坪村
的 主 体 色 。 在 红 色 旅 游 、党 员 培
训、学生研学等基础上，留仙坪村
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和业态转型，精
心培育吃、住、游、养、学、训“六类
业态”，吸纳在外人员回乡开办农
家乐 3 家，发展精品民宿 2 家，建成杂粮、核桃、中药材“三个千
亩”产业基地，搭建果蔬大棚 17 座，开发观光游览线路 2 条。

留仙坪村还成立留仙坪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县职
教中心联合建立人才实训基地，年可接待培训、研学、旅游 10
万人次，直接带动 50 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村集体经济今年
将突破 50 万元。

“以红色文化为依托，我们将同步谋划一批红色餐饮民
宿、游客集散中心、农特产品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全力提升红
色旅游品牌效应，辐射带动周边村组产业发展，实现村集体收
益、群众持续增收‘两个双赢’。”留仙坪村党支部书记马继军
介绍道。

用“活”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旅游+”，如今，留仙坪村在传
承红色精神中推动组织兴、产业旺、生态美、乡风淳，红色村庄
愈发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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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乡村道路干净整洁，一栋栋特色民
居错落有致，农家院落里波斯菊、格桑花争相绽
放、随风摇曳，中药材育苗大棚里工人们正在拔
草、施肥、喷淋……初秋，走进柞水县红岩寺镇
红安村，宜居宜业的乡村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村上争取项目资金，组织施工队建广场、
整修入户路、改厕所、砌花墙、换水渠，拆除乱搭
乱建，把全庄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村子
变美了，乡风也文明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看到村里的变化，村民蔡克全言语中尽是自豪
和满意。

今年以来，红安村以“两改两转三促进”
为抓手，以建设美丽宜居宜业乡村为导向，采
取统一规划、因户施策、整村推进和群众自建

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稳步推进
“厕所革命”。目前，已改厕 283 户、改造房屋
333 户、清理乱堆乱放 325 处、硬化乡村道路
3.8 公里，新建休闲广场、乡村大舞台各 1 处，
使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群众生活品质进
一步提升。

村民黄治安高兴地说：“施工队把我家房面
翻修、墙面涂白、院子里砌了花墙，门前厕所、猪
圈、木棒搭的葡萄架全部拆除，重新在房后修了
厕所、猪圈，用彩钢搭的葡萄架，既美观又结实
还耐用，院子变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这都要
感谢党的好政策。”

红安村在打造优美人居环境的同时，不断
强化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文明乡风、乡村治理

等，让全村呈现新面貌，焕发新活力。充分利
用境内丰富的资源，着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吸
纳困难群众在基地务工，引领闲散、老弱劳力
和剩余劳动力发展“庭院经济”，引导他们种植
木耳、香菇、猪苓、天麻等土特产品和中药材，
发展土蜜蜂、土鸡、土猪等传统产业，以“小庭
院”经济拓宽增收致富途径。

如今，红安村正在以它崭新的姿态迎接同
乡人、异乡客。下一步，红安村继续加大乡村环
境综合整治力度，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整洁有序
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
和主动性，让大家意识到环境整洁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保障村民有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生
活环境，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村 美 民 富 幸 福 多村 美 民 富 幸 福 多
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

远山如黛、流水潺潺、竹林摇曳，一
排排梯田起伏错落，层层叠叠遍布山
间，和点缀其间的靓丽古村落构成了一
幅美丽画卷……初秋，漫步在丹凤县竹
林关镇南院村，深浅不一的绿意在眼前
渐次铺展。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这就是以前的村子，一座座废旧
老宅子摇摇欲坠，旱厕林立，荒草丛生
没过腰间，残枝败叶遍地……”南院村
党支部书记王永亮指着一张王塬组整
治之前的留影说道。

随着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的不断深
入，南院村按照“以点带面、以景治乱”
的思路，通过聘请专业设计公司，选取
环境面貌较差、土旧房屋较多的王塬
组为示范点，结合村落原有自然禀赋、
建筑风貌、风土人情等特色，按照住宅
区、文化休闲区、产旅融合区三大类别
进行了整体规划，高效有序推进村庄
建设任务。

为了将废地变为宝地，该村对闲置
土旧房宅院进行合理改建利用，通过废
旧宅院变“游园”、残垣断壁建“花园”、
闲置宅地种“菜园”的“一宅变三园”模
式，先后拆除废旧残垣 4 处、圈舍 6 个、
旱厕 7 个，加固改建土旧房屋 18 户，修
建口袋公园 3 处、小菜园 10 处、卫生厕
所 12个，让村落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实施村庄建设的过程中，为留住
古村落原始风貌和传统韵味，该村还按

照见缝插绿、见空补景原则，利用闲置
青砖瓦片、石磨、陶罐、丹宁高速建设中
产生的碎石毛石等“边角料”，对房屋、
庭院、入户路、公共区域进行改造，修建
石头挡墙 2000 米，铺设农家院落 5 户、
入户路 3条，安装道路护栏 100米，栽种
绿植 500平方米，建成微花园 7个，让群
众推窗见绿、行走见景。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灰墙黛瓦的
民居错落有致，是如今的南院村；村民
富足、安居乐业、不断提升的幸福感，是
发展中的南院村。

发展基础更加牢固

“过去这里条件差，自从我们全家
搬到县城后就很少回来，今年村上实施
土坯房改造，把我这老宅子修好了，院
子和入户路都铺了青石板，周边还修建
了漂亮的小花园和小公园，生活环境和
居住条件很舒适，现在乡村游这么火
热，我和媳妇儿要是在这里发展民宿或
农家乐准没错！”一位正在村口古树公
园纳凉的返乡青年若有思索地说道。

“环境变好了，如何更好地探索出
一条适合本村的发展路径，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更是村上的头等大事。”王永亮
笑着说道。为推动产业转型和业态转
型，南院村全面摸清村里土地、林地等
资源底数，实施撂荒地整治、荒坡治理
工程，治理撂荒土地 600 亩用于发展生
态林，流转土地 1200 亩用于种植中药
材，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该村还积极探索“院子文化＋”新
业态，对王塬组 18 户土旧院落、闲置房
屋等资源进行连片开发，以农户家庭
副业自主经营、吸引社会资本租赁进
行商业化运营等方式，致力于打造集
吃、住、游、娱、购于一体的乡野休闲圣
地，增强闲置资源“造血”功能。

该村更加注重对本地传统特色文
化的挖掘，通过重塑古酒酿造文化、古
梯田农耕文化、古院落“八德”院子文
化、百年古药树根文化等“四古”传统特
色文化，建成酒文化广场、梯田农事体
验园、邻里公园、药树公园等特色园区，
实现乡村建设塑形和铸魂同频共振。

群众增收持续稳定

尚未走进桃花仙酒厂，就已闻到
了 一 股 清 酒 香 ，作 坊 里 ，工 人 正 将 高

粱、玉米、小麦、糯米等酿酒材料放进
酒甑蒸煮，一股股热气喷涌而出酒香
四溢。酒作坊老板王书堂介绍说：“我
们酿酒用的高粱、玉米和小麦主要从
本村农户家收购，酿酒产生的酒糟又
供给其他村的养鸡大户，形成了一个
全链条生态经济循环利用体系”。“酿
酒 作 坊 ”依 托 自 家 庭 院 ，在 院 内 建 酒
厂、修酒窖，酿造的酒销往周边乡镇及
县内外其他地方，目前年利润已达到
400 万元以上。

该村坚持一村多业发展思路，结合
“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成立宏
强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蔬菜大棚
33 个，带动 560 户群众实现分红。积极
发展高粱酒特色产业，建成酿酒作坊和酒
文化广场，引导群众种植高粱 200亩、小
麦230亩、玉米500亩，实现“农业+酿酒
工业+酒文化旅游体验”融合发展。

为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该
村充分利用农户庭院、房前屋后零碎
土地，引导群众发展以特色种植、特色
养殖、特色手工为主的多种庭院经济
模 式 ，目 前 全 村 利 用 庭 院 发 展 黄 芩
100 亩 、香 菇 8 万 袋 ，养 羊 200 头 、土
鸡 2 万只，建成豆腐手工作坊 1 个、酒
作坊 1 个，让农家的“方寸之地”变成

“增收宝地”。
村 民 王 荣 在 房 前 屋 后 的 院 子 里

种植了 3 个小菜园的蔬菜，菜园子里
规 划 合 理 ，用 羊 粪 作 肥 料 生 长 出 来
的 蔬 菜 长 势 喜 人 ，成 为 本 镇 超 市 和
餐 馆 的 蔬 菜 供 应 地 。 他 说 ：“ 我 种 的
菜 都 是 用 的 农 家 肥 ，靠 这 个 园 子 ，一
年能有 1 万元左右的收入。”

目前，村子的民宿也在紧锣密鼓
地 规 划 设 计 中 。 镇 党 委 书 记 杨 富 滨
说 ：“ 依 托 南 院 村 古 朴 靓 丽 的 乡 村 风
貌，竹林关镇将把南院村打造成‘院子
文化+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的典型样
板，吸引更多村民就地就近发展创业，
真正把美丽小庭院建成群众增收致富
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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