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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小河口村，山川毓秀，绿水蜿蜒。
金钱河畔的亲水廊道沿线，一片绿茵翠柳，倚于河岸。河

岸修竹依依，掩映着数十户徽派建筑农家山村。这里的河水
清澈，鱼儿、水草历历可见，好似一幅迷人的水墨江南水景画。

小河口村近邻山阳县漫川古镇，距离古镇 4 公里，与湖
北省郧西县上津镇接壤，242 国道、汉江支流金钱河穿境而
过，交通便捷。金钱河 4 公里的宽阔水面上建设的水上乐园
是国家 3A 级景区，吸引各方游客来此戏水消暑。

近年来，小河口村充分挖掘当地生态优势，依托毗邻古
镇的区位优势，以“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为抓手，不断加大
和美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美丽休闲乡村。凭借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2016 年，小河口村跻身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也是商洛市“千万工程”示范村之一。

乡村建设日新月异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小河口村曾以“天子渡口、皇宫辅道”著称，水系发达、风
景秀丽，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漫川关镇在“生态+”上做
文章，加快推进乡村建设，不断放大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让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富一方百姓。

生态美则乡村兴。“千万工程”以生态起步，但不止于生态。
过去，小河口村基础设施薄弱，居民环境卫生意识差。

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和治理，村容村貌可谓日新月异。
“我们村变化很大，这几年又是改房改厕、修绿化带，又

是请保洁员天天打扫卫生，你看，我屋门口就有个小广场，有
亭子、有座椅，环境好了，大家生活得更舒心了。”6 月 3 日大
清早，村民张丁发就开始打扫自己的庭院。说起村子这几年
的变化，他笑容灿烂。

为全面提升村庄“颜值”，打造宜居宜游和美乡村，小河
口村大力推进金钱河整流域治理，绿化陕湖交界至柏树坪道
路沿线 4 公里，亮化道路 5 公里，修建生态休闲广场 3 个，改
造农村厕所 112 个，改造提升徽派民居 98 户，拆除残垣断壁
65处，村内主要道路全部得以硬化，水、电、路、综合管网等基
础设施全面提升。同时，村上以“干净山阳”创建为契机，定
期开展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整治，全面清理乱堆乱放、死角死
面，让村庄“颜值”大大提升。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推进乡村振
兴中一项重要任务。如今的小河口村，乡间道路干净整洁，
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农家小院优美宜居，为发展乡村旅游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如今，村子美了，游客多了，经济也活起来了。尤其是这
几年，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小河口村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给当地群众带来不小的收益。

汪家院子是小河口村最具特色的农家乐之一，紧邻金钱
河畔，山环水绕，风景秀丽，自然环境极佳。记者走进院落，
看到门口有一排樱桃树，徽派建筑庄重古朴，精致的大门和
照壁特色明显，宽敞的院子里绿树成荫，硕大的盆景高山流
水别有情趣。

室外烈日炎炎，院内绿树成荫，一排排露天农家小餐桌
坐满了各地游客，很多都是慕名前来品尝舌尖上的美味佳肴
漫川“八大件”。“我们专门选了二楼亭台位置，在享受美食的
同时，抬头蔚蓝天空，放眼青山秀水。”游客吕女士对这里的
环境赞不绝口。随着乡村旅游持续升温，目前，小河口村已

发展农家乐 5 家。其中，汪家院子被
确定为“漫川八大件传习所”。

小河口村地处陕西南端，与湖
北上津接壤，属亚热带地区，气候湿
润，水源充足，是发展水杂果的好地
方。近年来，小河口村通过发展“樱
桃种植+乡村旅游”，将樱桃打造成
该村的一张闪亮名片，带动激发消
费潜力。

每年三月，这里樱花盛开，美不
胜收，到了五月，透红的樱桃挂满枝
头，娇艳欲滴，吸引各方游客来此赏
花、采摘。樱桃产业在带动当地农户
增收的同时，也拉动了当地的人气。

“春天，樱花开的时候，很多城里
人来这里赏花拍照，我种了 5 亩樱
桃，这里气候偏暖，樱桃上市早，能卖
到 30 元一公斤，游客多，不愁卖，一
年仅樱桃一项就能挣 3 万多元。”村
民周仁艮说，“樱桃熟了，我们可以拿
到外面卖，游客也可以来园子体验采
摘，这笔收入也很可观。”

目前，小河口村新建了旅游采摘园，发展小樱桃 600 亩、
大樱桃 30 亩、其他水杂果 160 亩，带动 183 户群众实现年均
增收 3500 元。如今，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樱桃树，多则十几
亩、少则二三亩，游人可以在这里三月赏花、五月品果。

为持续做活乡村旅游，小河口村围绕打造康养旅游特色
村目标，充分挖掘金钱河、牛心谷等优势资源，招引玉皇岛水
上乐园旅游生态示范园项目，建设小河口水上乐园，修建金
钱河沿线景观廊道 4.5公里、生态步道 4.5公里、亲水栈道 1.5
公里，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集散广场，成功创建
小河口水上乐园国家 3A 级景区，并开发互动水寨、快艇游
轮、呐喊喷泉、儿童乐园等水上体验项目，打造集游览观光、
休闲垂钓、水上游乐、探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观光地。

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乡村治理成效显著

乡村发展要塑形，更要铸魂。乡村振兴不仅仅要提升
“面子”，更要注重“里子”。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引领文
明新风？小河口村一直在探索。

近年来，小河口村着力完善网格服务保障体系，将网格
化管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把网格运行与村党支部、
村委会日常工作运行有机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前村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靠我们村‘两委’和‘四支
队伍’，吃苦受累都不怕，关键工作成效不理想，自从我们采
取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党支部为主导，统筹企业、网格员、志

愿者等社会力量，工作成效就上去了。”小河口党支部书记汪
礼青说。

小河口村将全村 5 个村民小组划分 7 个网格，配备网格
员 7 名，对每一个网格定人、定岗、定责，通过“党支部+网格
员”，延伸“零距离”服务群众触角，畅通服务群众的“毛细血
管”，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我是村上的网格员，也是本村人，村里的居民多以老人
为主，我们常到家里和他们拉拉家常，听听他们心声。通过
简洁明了的家常话，老人们对陌生的政策更容易接受。现
在，网格员已成为村里上传下达的纽带，邻里关系也更加和
谐了。”网格员张彩霞说。

同时，小河口村还组建了以党员、志愿者为主的志愿服
务队，以主题党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机，常态化组织
开展环境整治、文明交通倡导、跑腿帮办、秩序维护、爱心理
发等志愿服务活动，将有温度、有鲜度、有力度的志愿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引领新时代文明新风。

乡风淳，乡村兴。小河口村把村规民约作为推动乡风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将环境整治、红白喜事、敬老爱亲等内容
写进村规民约，让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有章可循，常
态化开展卫生评比、文明评比、“红黑榜”等活动 12 场次，评
选“五美庭院”24 户、“文明家庭”12 户、“好公婆”6 名、“好媳
妇”8名，让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决策者、参与者，又是制度的
执行者和受益者。

“千万工程”下的小河口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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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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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河碧波荡漾金钱河碧波荡漾

徽派建筑的农家乐庄重古朴徽派建筑的农家乐庄重古朴

游客在樱桃园体验采摘游客在樱桃园体验采摘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少斌 倪 娅）
近 年 来 ，镇 安 县 西 口 回 族 镇 以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为 目 标 ，聚 焦 改 善 集
镇 面 貌 、提 升 产 业 基 础 、强 化 乡 村 建
设 、创 新 乡 村 治 理 ，着 力 打 造 基 础 设 施
完 善 、品 位 显 著 提 升 、活 力 日 益 凸 显 的
民 族 风 情 小 镇 。

坚 持 组 织 领 导 ，党 建 引 领 更 有 力
度。西口回族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制
定了《西口回族镇加快和美镇区建设的
实施方案》，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列
入党委、政府必议主题，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村规民约等形式宣传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重大意义。成立了由镇党委
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各村党支部书
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工作专班，压实工作
责任，任务明确到人、到点、到各环节，构
建了上下联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坚 持 规 划 先 行 ，乡 村 建 设 更 有 精
度。镇上充分发挥省级重点帮扶镇建设
机遇、程家川自然条件优势、北阳山喀斯
特地质地貌特色旅游资源和“岭沟贡米”
品牌，按照“园区化、景区化、全域化”的
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规划，根据农业产业、村容村貌、
生态环境等分类打造，彰显“一村一品”，
将民居、产业、绿化、美化、生态文旅有机
结合，精心推出了休闲田园观光、“十里
鱼坊”垂钓、方英文故居打卡、民俗文化
体验四张名片作为示范样板。

坚 持 因 地 制 宜 ，产 业 发 展 更 有 速
度。西口回族镇确立了“一川两园三基
地”的发展布局，扎实推进程家川沿线产
业带布局，探索改造下湿地 600 多亩变
稻、蟹、虾、鱼等立体种养模式产业园，集
中流转土地 20 多亩建成了 9000 多平方
米的现代农业果蔬园；打造了青树村木
耳种植基地、“岭沟贡米”基地、“双料油”
作物基地，形成集生态旅游观光、农耕文
化体验、高山有机采摘于一体的多功能体验园区。通过举办
油菜赏花节、虾蟹捕捞节、插秧节、赶牛节等系列乡村旅游活
动，增加农村发展人气，以“人流”带动“消费流”。

坚持改造提升，环境整治更有力度。镇上以“干净镇安”
创建为目标，本着“多花心思少花钱、当地材料第一选”的原
则，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实现村净、景美、人和的秦岭山
水乡村新面貌。扎实开展“两改两转三促进”，在程家川主干
道实施绿化亮化工程，绿化生态廊道 4 公里，安装路灯 280
盏，建设口袋花园 3 处。深入开展程家川流域环境整治，改造
提升民居 100 多户，改圈改厕 700 多个，道路“白改黑”2 条 15
公里；修建产业路 8 公里、产业桥 7 座，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
功能，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坚持创新治理，民族团结更有温度。镇上持续深化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1844”机制，创新推行了“上门说家事、公
开说难事、民说发展事”的“阳光说事”解纷工作法，2024 年
被评为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和全市“平安建设”
示范镇。落实了“1+3+10”的党员联户机制，由 1 名有能力的
党员联系 3 个片区，联系 10 户重点群众，细化积分制、清单
制、数字化治理，及时调处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化解在基层，实现了镇域长期和谐稳定、回汉群众和
睦相处，促进了回汉民族和谐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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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烈日当空，在洛南县古城镇何村的麦田里，
村委会副主任、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文东驾驶着
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金黄的麦田中往来穿梭。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观刈
麦》中这样描写麦熟的景象。麦收时节，此情此景，在何村铺
展开来。

放眼望去，150 多亩成方连片的金黄麦田长势喜人，

蔚为壮观，一穗穗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
好似一片金色的海洋。

张文东驾驶着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
在麦田中往返忙碌，只见一垄垄成熟的
小麦被卷进机器，收割、脱穗一气呵成。

“我们合作社从周围群众手中流转
土地 450 亩，轮换种植小麦和玉米。今
年小麦长势比较好，能收 100 吨左右。”
张文东一边擦拭汗水一边告诉记者。

近年来，张文东所在的雄风农机专业
合作社广泛动员吸收周边农机户、农机手

“带机入社”，按照“带机入社、统一调度、
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运营机制进行管
理，推行农机作业费 95%归农机户、5%为
合作社发展资金的“5%积累分配法”。

合作社还出台“鼓励社员引进购置
新型农机具的规定”，对引进购置新型农
机具的社员实行“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
贴+合作社补贴购机价格 20%”的激励政
策，按照社员入社股份比例全部量化到

全体社员名下，其资产归合作社共有，形成了“机制灵活、
合作共赢”的良好态势。

“我们除了收割自己种植的麦子，还帮其他群众，一
亩地收费 120 元。”张文东说，每年夏收都是最繁忙最辛苦
的时节。夏收以来，他已经连续驾机作业一个星期了，天
天都是起早带晚，为节省时间，午饭也在田头解决。但作
为农家人，每当他看到大片大片的麦子变成金灿灿的麦

粒，就觉得所有辛劳都值了。
“农机收得就是快，还不浪费！”古城镇高塬村村民李明

山高兴地说，前几天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不到半小
时，就把他们家的 2亩麦田收割完毕了。

近年来，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先后投资 500多万元，购
置了玉米、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深松机、旋播机、采挖机、
大型翻转犁、旋耕机及挖掘机、铲车等农机具近300台（件）。

雄风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也由最初的7人到目前60多
人，社员的年作业面积也达到 5万多亩，合作社年收入 200
多万元，实现了合作社、社员、服务对象合作共赢的局面。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买农机有补贴，种粮食也有
补贴。我们一定会把机械化种植、收割粮食的事情坚持干下
去。”张文东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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