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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的洛南城郊，草木葱茏，万物并秀。
薛村驿站绿柳如烟，溪水潺潺，人们尽情享受大自然

的馈赠；窑底农耕体验共享菜园，生机盎然，学生种下的
蔬菜在阳光下肆意生长；官桥河两岸工人铆足干劲，加紧
施 工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的 繁 忙 景 象 ；丰 陵 塬 上 烟 农 抓 住 时
机，移栽烟苗，确保今年有个好收成。

走进洛南城关街道大小村落，人居环境焕发新颜，特
色产业生机勃勃，乡村旅游火热“出圈”，乡风文明蔚然成
风，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洛南城郊大地徐徐展开。

乡村建设成效明显乡村建设成效明显

生 态 美 则 乡 村 兴 。“ 千 万 工 程 ”以 生 态 起 步 ，但 不 止
于生态。

甘河是洛南县中心城区一条重要的河流。过去，甘
河附近基础设施薄弱，居民环保意识差。

“ 河 边 、桥 下 、草 丛 中 ，到 处 都 是 垃 圾 。 哪 方 便 垃 圾
就丢到哪里，也不管对环境有没有污染。”回忆起以前的
景象，今年 48 岁的李新军皱着眉头说，自己从小就生活
在甘河旁，见证了甘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澈。

李 新 军 回 忆 ，小 时 候 甘 河 清 波 荡 漾 ，他 和 小 伙 伴 经
常 光 着 脚 在 河 里 玩 耍 嬉 戏 。“ 不 知 从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甘
河 河 面 漂 满 塑 料 袋 ，再 也 没 有 人 在 甘 河 里 戏 水 了 。”李
新 军 说 。

为 切 实 推 进 城 乡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洛 南 县 城 关 街 办
对 甘 河 流 域 进 行 了 综 合 提 升 改 造 ，逐 社 区 落 实 卫 生 清
扫 工 作 机 制 ，并 聘 任 保 洁 员 ，进 行 日 常 清 理 ，确 保 甘 河
水 清 河 畅 。

经过水生态修复，综合改造提升后，甘河附近的垃圾
明显变少了，水也变得清澈了不少。

“现在的水，跟我小时候在河里玩耍时候的水都差不
多了。”李新军说道。

除了小流域生态修复，洛南县城关街办立足全域，推
进北过境路、洛灞路、G242 主干线周边环境治理，对北过
境路、洛灞路沿线撂荒地块进行翻整覆土复种，大规模组
织人力清理路边枯枝荒草，对沿线文化墙、宣传栏进行翻
新涂白，拆除废弃房屋、圈舍，清理沟渠“黑水污泥”，沿
线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的推进，洛南县中心城区的生态
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一个个山清水秀、欣欣向荣的
和美乡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现 在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了 ，路 修 得 宽 宽 的 ，在 城 郊 住
着 舒 适 自 在 ，不 比 城 里 差 。”洛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周 村 居 民
张 建 宏 说 。

洛南县城关街办通过整治“五堆六乱”，实现了由“点
上美”到“全域美”的转变。一年来，城关街办打造秦岭山
水建设示范村 10 个、“千万工程”示范村 5 个，创建了 10
个县级卫生村和 8 个市级卫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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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火热农旅融合火热““出圈出圈””

位于原官桥河乡的陶岭社区，是旧时骡马古道必经
之路，那荒凉的古道、散落的石瓦见证这里的沧桑历史。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洛卢高速的修建，陶岭
社区迎来了重大机遇。”陶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冀征锋说。

陶岭社区与洛河沿岸的几个村庄抱团取暖，借助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立足地域优势，在洛河以
北、洛灵路以南打造洛河谷·生态休闲农业产业示范园。

5 月 24 日，走进洛河谷·生态休闲农业产业示范园，
只见工人正在地里忙碌地施工劳作。

“洛河谷·生态休闲农业产业示范园包括邮洛农场、
对虾养殖和智慧大棚三个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带动
100 多 名 群 众 就 近 就 业 ，实 现 集 体 经 济 年 收 入 超 过 100
万元。”冀征锋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底蕴、气候生态是城关街道的
宝贵资源，当地通过深挖本地优势特色，以产业为龙头，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全域特色产业发展。

从 洛 南 县 城 沿 沉 香 路 步 行 3 公 里 ，一 幅 初 夏 美 景 即
刻 映 入 眼 帘 ：石 龙 庙 水 库 横 亘 在 群 山 之 间 ，微 波 荡 漾 的
湖水、层峦叠嶂的山林、瑰丽多姿的丹霞景观，让人流连
忘返……

在如诗如画的乡村美景中，窑底村农耕文化体验园
传出一阵阵孩子们的欢笑声。

“这个是曲辕犁，牛犁地时用的；这个叫耱，是用来抹
平土地用的……”3 月 13 日，在窑底村农耕文化体验园，
讲 解 员 正 给 洛 南 县 西 街 小 学 学 生 们 讲 解 犁 地 、播 种 、收
割、磨面等各项劳动所用的工具。

据悉，窑底村农耕体验劳动实践项目一期为农耕体验
园，共 6 亩 8 个区域，6 个区域为种植园，有 93 个农耕体验
地块；二期 2 个区域为亲子互动游玩区、农耕文化展示区。

“ 园 区 主 要 向 社 会 公 众 提 供 认 领 地 块 种 植 、亲 子 互
动 耕 种 体 验 游 玩 、投 喂 小 动 物 等
服 务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窑
底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宋 英 锋 说 。 目
前 ，西 街 小 学 、城 关 中 心 小 学 、周
村 小 学 、洛 南 中 学 等 12 家 学 校 和
城 关 信 用 社 等 8 家 单 位 依 托 体 验
园建立了劳动实践基地。

如 今 ，随 着 洛 卢 高 速 的 加 快
建 设 ，以 花 石 浪 猿 人 遗 址 和 尖 角
东 河 田 园 综 合 体 以 及 八 里 桥 砂 锅
烧 制 为 依 托 的 文 化 体 验 区 、以 东
弘 乡 居 为 引 领 的 民 宿 区 、以 北 过
境 路 洛 南 豆 腐 为 主 的 餐 饮 区 ……
在 如 火 如 荼 的 发 展 中 ，激 活 了 城
关街道文旅“细胞”。

乡村治理文明有序乡村治理文明有序

文 化 兴 则 乡 村 兴 。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既 要“ 塑 形 ”也 要

“ 铸 魂 ”。 在 推 进 乡 村 治 理 中 ，移
风 易 俗 是 引 领 乡 风 文 明 新 风 尚 的

“重头戏”。

4 月 7 日傍晚，在城关街道罗坡村山口组董先生家，
村“两委”班子成员和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去世老人的灵堂
前，代表村“两委”和驻村单位前来吊唁。

“这是我们村移风易俗的榜样。”罗坡村红白理事会
成员颛贤生说，“以往的‘大办’看起来体面，但实际带来
了经济负担。老人生前受到了精心照顾，现在家人把白
事‘简单办’，厚养薄葬就能表达孝心。”

这是城关街办开展四种陋习专项整治以来，首件丧
事简办的案例。

移风易俗，移的是不良风气，易的是陈规陋俗。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巩固市级文明镇创建成果，扎

实开展四种陋习专项整治，引导群众节俭养德、文明简约
过事，成效显著，目前从讲排场、要气派，到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已深入人心。”城关街道办
事处主任于登表示。

截至目前，全街道共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42 起，
为群众减轻资金负担 50 多万元。

除了移风易俗，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也是
引领乡村治理文明有序的重要途径。

建设 35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34 个村（社区）标准
化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春节前后 40 多名书法家义写春联
600 多 副 ，传 统 社 火 文 化 活 动 展 演 50 多 场 ，“ 戏 曲 进 乡
村”文化惠民演出 7 场次；全县首家“五老工作室”揭牌成
立……

“千万工程”下的城关农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真正实现了从“环境美”到“心灵美”
的“身有所栖、心有所寄”。

“ 接 下 来 ，我 们 将 学 好 用 好‘ 千 万 工 程 ’经 验 ，深 化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持 续 推 进 文 化 铸 魂
工 程 ，努 力 将 城 关 街 道 打 造 为‘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 村 美
景 美 人 美 ’的 美 丽 家 园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谱 写 新
时 代 城 关 新 篇 章 而 奋 勇 争 先 。”城 关 街 道 党 工 委 书 记 韦
刚 军 说 。

““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谱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谱写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通讯员 邵 辉

初夏时节，走进丹凤县龙驹寨街道资峪沟
村，放眼望去，房宿古朴别致，菜畦生机勃勃，整
洁宽阔的通村路两旁，绿树掩映，鲜花盛开，花溪
苑里曲水潺潺，美不胜收，一派欣欣向荣的田园
风光景象。

近年来，资峪沟村依托便利的交通、优越的区
位以及资源优势，积极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
坚持党建领航促发展，不断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持
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着力探
索发展集特色农业、乡风文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党建领航

“创建‘六好’党支部以来，村上‘两委’班子干
事创业心齐、劲足，凝聚力更强了。”资峪沟村党支
部书记杨勇说。

近年来，资峪沟村坚持党建引领，以创建“六
好”党支部为抓手，配强村“两委”班子，设立党员示
范田、党员先锋岗 14 个，选聘名誉书记、主任各 1
人，储备村级后备干部 5 人，进一步建强组织堡
垒。同时，成立水杂果、中药材、花椒、西瓜 4 个特
色产业党小组，将党员镶嵌在产业发展链上，立足

农家乐、西瓜、冬枣三大传统产业
品牌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品牌。
通过“村级自主经营”模式，发展
冬枣 50 亩，育苗 12 亩，种植西瓜
300 亩，种植大红袍花椒 1500 多
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村
集体经济积累达 73 万元，带动
2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深化治理

“现在村子环境美，村民遵规
守纪，和睦相处，幸福感十足！”资
峪沟村村民柯小英高兴地说。

资峪沟村为实现乡村既有
“颜值”又有“气质”，积极探索乡
村治理新路子，以“一拆两清三
改四提升五建园”为抓手，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制
定“门前三包”、流动红旗和红黑榜评比曝光等制
度，全面清除环境卫生死角。组建四支志愿服务
队，依托爱心超市平台，实行“文明实践站+积分
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和留守儿童、矛
盾纠纷调处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设置邻里

友爱互助、矛盾纠纷调解等多
项 奖 励 标 准 ，将 村 民 遵 纪 守
法、文明善行等与参评典型、
发展党员等个人荣誉相挂钩，
先后兑现奖品 280 多件，评选

“最美庭院”35 户、“十星级文
明户”38 户、“好公婆好儿媳”
19 人，调解矛盾纠纷 8 起。积
极配合做好公益电影放映，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修建清廉文
化走廊 300 米，持续巩固市级
文明村创建成果，乡村文明新
风蔚然成风。

文化赋能

“寨号龙驹殖货财，长街十
里市门开。江边舴艋来还去，

峪里轮蹄去又来。”一首《咏龙驹寨》真实反映了清
代时期龙驹寨资峪沟商贾往来的繁盛景象。如
今，资峪沟村深度挖掘商於古道上的三里栈和独
特的瓮窑文化，文化赋能，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乡
村旅游，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这里的农家乐不但菜做得好，还有游乐设施
和蔬果采摘体验园，孩子玩得很高兴，是休闲游乐
的好地方！”5月 5日，带孩子来资峪沟村游玩的李
女士赞叹道。

为持续发展壮大乡村旅游，资峪沟村依托“三
里栈老火锅”，先后建成特色农家火锅店 7 家，建
成特色农家乐 2 家，修建产业路 7 公里、便民桥 4
座、休闲广场 1 个。2023 年，村上引进 4 位能人，
整合闲置房屋资源，投资新建精品民宿 5 家，引进
培养乡土人才 4 人，传承瓮窑技艺，新建成瓮窑陶
艺体验馆 1 个，形成了集吃住玩乐、采摘观光、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产业格局，带
动 242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从事餐饮服务、参与
基础建设年均增收 2 万多元，实现了集体经济收
益和群众增收“双赢”。

“资峪沟村将提升河道景观水平，加强服务
人员培训，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吸引县城及周边
市县更多游客我村此休闲旅游打卡。”杨勇满怀
信心地说。

资峪沟村资峪沟村：：农文旅融合农文旅融合 蹚出致富新路蹚出致富新路
本报通讯员 冯 清

“ 我 现 在 除 了 种 粮 食 ，还 发
展了产业，我种了 2 亩地的魔芋，
还 有 8 亩 核 桃 、5 亩 板 栗 ，还 发 展
了 猪 苓 和 养 蜂 ，一 年 下 来 ，这 些
产业能挣 2 万多元。我这‘饭碗’
不 仅 越 端 越 牢 了 ，而 且‘ 碗 ’里 的
菜 更 丰 富 了 。”米 粮 寺 村 村 民 王
明清笑呵呵地说。

近 年 来 ，镇 安 县 木 王 镇 米 粮
寺 村 不 断 创 新 发 展 模 式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丰 富 产 业 类 型 ，持 续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提 质 增 效 ，让 产 业 发
展 从“ 有 ”到“ 优 ”、从“ 单 ”到

“ 多 ”、从“ 土 ”到“ 特 ”，切 实 让 产
业 成 为 群 众 致 富 增 收 的 金 钥
匙 。 同 时 ，积 极 实 施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运 用“ 千 万 工 程 ”经 验 ，让 村
庄变得美起来、靓起来。

近 日 ，走 进 米 粮 寺 村 的 黄 颡
鱼 养 殖 园 ，大 棚 里 的 养 殖 圆 桶 排
列 整 齐 ，一 条 条 黄 颡 鱼 在 圆 桶 里
欢快地游来游去，生机无限。

黄 颡 鱼 养 殖 项 目 是 由 米 粮
寺 村 在 外 创 业 成 功 人 士 纪 宏 武
回 乡 投 资 建 设 的 ，他 大 学 毕 业 后
在 江 苏 常 州 、江 西 上 饶 等 地 从 事
电 商 和 水 产 养 殖 业 十 来 年 。 他
介 绍 ，黄 颡 鱼 养 殖 项 目 一 期 建 设
已 完 成 ，项 目 投 资 5000 万 元 ，占
地 50 亩 ，建 设 有 蓄 水 池 1 座 、大
棚 2 座、养殖圆桶 100 套，投放鱼
苗 40 多 万 尾 ，第 一 批 商 品 鱼 产
量 达 6 万 斤 ，可 实 现 产 值 120 万
元 。“ 黄 颡 鱼 养 殖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1.9 亿 元 ，分 三 期 建 设 ，拟 建 成 以 鱼
种池等生产设施为重点的集水产养殖、
水产品深加工、观光研学为一体的农旅
渔 融 合 生 态 康 养 基 地 。 项 目 全 部 建 成
后 ，可 实 现 单 桶 年 出 成 品 鱼 1.5 万 斤 ，
年 产 量 达 1500 万 斤 ，年 产 值 可 达 3 亿
元。”纪宏武说。

“黄颡鱼水产养殖园区项目为我们
村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促进
村 上 产 业 多 元 化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同时，还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
增 收 的 渠 道 。”米 粮 寺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陈
明星说，村集体以土地和资金入股黄颡
鱼水产养殖产业园，产业园每年为村集

体 分 红 共 25 万 元 。 产 业 园
为 周 边 45 户 132 人 提 供 了
就 业 岗 位 ，使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工 作 ，既 照 顾 了 家 庭 又
获得了稳定的收入。

“ 目 前 ，我 们 村 已 形 成
畜 牧 养 殖 、中 药 材 、食 用 菌
等 产 业 格 局 ，发 展 魔 芋 200
亩 、中 药 材 1500 亩 、食 用 菌
5 亩 、板 栗 核 桃 5000 亩 ；养
猪 405 头 、养 羊 103 头 、养
鸡 1140 只 、养 蜂 218 箱 ，形
成 了 组 组 有 特 色 、户 户 有
产 业 的 良 好 局 面 。”米 粮 寺
村 专 职 委 员 沈 小 荣 高 兴 地
说 ，今 年 村 上 还 发 展 了 100
亩 烤 烟 ，产 业 结 构 不 断 得
到 优 化 ，群 众 增 收 的 门 路
也 越 来 越 宽 。

米粮寺村不仅用实打实
的 产 业 来 夯 实 村 庄 发 展 根
基 ，还 注 重 提 升 村 庄“ 颜
值 ”，大 力 实 施 秦 岭 山 水 乡
村 建 设 和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改
造 ，着 力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整
体 村 容 村 貌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的变化。

“ 以 前 农 户 的 厕 所 很 简
易 ，自 去 年 实 施‘ 两 改 两 转
三 促 进 ’以 来 ，我 们 实 施‘ 改
厕 ’60 多 户 ，改 造 后 的 厕 所
不 仅 整 洁 方 便 ，还 实 现 了 粪
污 无 害 化 处 理 ，以 前 的‘ 脏
乱 差 ’都 不 见 了 。”陈 明 星

说 ，除 此 之 外 ，村 上 还 动 员 群 众 改 造 房
前 屋 后 的 猪 圈 、柴 棚 、禽 舍 。“ 现 在 大 家
都 养 成 了‘ 摆 整 齐 、扫 干 净 、物 整 洁 、人
精 神 ’的 生 活 习 惯 ，家 家 户 户 门 口 的 柴
火垛也变得更整齐了，房前屋后的乱堆
乱放也没有了，现在的米粮寺村满眼都
是 宜 居 宜 业 的 和 美 景 象 。”说 到 村 里 的
变化，陈明星满脸笑容。

“ 整 治 人 居 环 境 ，说 到 底 是 提 升 村
民的生活品质，让群众能感受到环境改
善 与 生 活 品 质 的 提 升 。”木 王 镇 党 委 书
记 朱 栋 说 ，“ 现 在 的 米 粮 寺 村 产 业 遍
地 、群 众 富 裕 、庭 院 美 丽 ，群 众 生 活 越
来越有奔头，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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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峪沟村的农家乐环境清雅别致资峪沟村的农家乐环境清雅别致，，是周边群众休是周边群众休
闲游玩的好去处闲游玩的好去处。。

瓮窑技艺传承人正在打磨陶具瓮窑技艺传承人正在打磨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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