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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盛夏时节，纳凉、戏水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清凉度
夏、休闲避暑方式。茶余饭后，在镇安县柴坪镇美丽的
旬河边上的纸房古渡口旁，三三两两的群众聚在古树
下聊天、拉家常，犹如一幅夏日乡村休闲图景。

蜿蜒绵长的旬河本来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今年
以来，柴坪镇扎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秉承“多
花心思少花钱，本地材料第一选”的理念，利用旬河沿
线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古迹，打造了“流金岁月”和纸房
渡景点，给群众带来融古汇今的美学享受，让群众休闲
纳凉有了新的好去处。

“虽然旬河景色秀美，但是要想找个地方带娃玩，
还真是不容易，要不就是地面大坑小坑，要不就离河太
近不安全。现在好了，这里建了个小型公园，娃有了玩
耍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坐下来放松一下，搞个烧烤、唱
首歌，这真是个好地方。”柴坪镇建国村村民陈友贵高
兴地说。

“‘流金岁月’景点的建成，让我们村一下子火起来
了，每天下午景点周边、集镇街道的群众纷至沓来。我
们充分利用河岸的地形，建成桑葚田园综合体、儿童游

乐园、戏水区、树屋民宿；充分
利用周边的 5 亩麻柳林和竹

林，修建观景台 1 处、民宿
2 处，这些麻柳树大多是
生长了四五十年的，让
大家融入山水、亲近自
然。通过联建联营该
项目，每年将为村集体
增收 7.5 万元，有效实
现了生态价值转换。”
建国村党支部书记徐
宏伟说。

柴 坪 镇 着 力 构 建
“线面联动、全域和美”新
格局，牢牢利用旬河的秀

美景色，不仅把旬河的资源
利用好，还要管好、保护好。

旬河沿线 4 个村的 186 名公益
性岗位工作人员，坚持每周对河道

和公路沿线的垃圾进行清理，让各自
责任区的环境卫生干干净净。
原来沿河而建的街道显得有些拥堵，柴坪

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抓住重点帮扶村和
苏陕协作的政策机遇，争取资金 70 万元，对柴坪大桥
的道路进行拓宽改造，有效改善了集镇群众出行条件，
还为群众增加了新的休闲健身场所。

如今的旬河沿线，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一处处庭
院完成华丽变身。去年以来，柴坪镇实施土坯房、危
房、宜居农房和户厕改造并修建了公厕，将环境点缀得

更加美丽，有效提升了旬河的“颜值”和“气质”。
柴坪镇坚持宜花则花、宜树则树、宜果则果的思

路，创新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三园”模式，聚力打
造美丽经济庭院。在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中，镇上还原
纸房渡码头，修建临河休闲步道 120 米、口袋公园 1个，
新修河堤 40米，建成充电桩带停车场 250平方米、纸房
口休闲广场 380 平方米，栽植樱桃树、桃树等果树 400
多棵，实现果园、菜园立体化发展。

“去年，村上给我们免费发放了果树苗子，还对我
们这一片 10 多户群众住房集中进行了改造，房子翻新
了、墙体粉白了、院落硬化了，以前下雨一脚泥的问题
也彻底解决了。我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锄锄草、弄
弄花，看着菜园子里绿油油的蔬菜、果树枝头挂满的水
果、院子里开着的月季花，心里别提有多欢喜，好多人
都想待在城里，我倒是觉得乡下比城里更美。”柴坪村
三组群众向勇说。

“自从门口的小公园建成后，我家那两个孩子也放
下了手机、关掉了电视，一有时间就吵着、闹着要去
玩。孩子们走近山水、亲近自然，我都觉得我们家和谐
了不少。”建国村村民闻永艳高兴地说。

有了好去处，村民都喜欢“走出来”聚到一起拉家常、
谈谈心，邻里的关系更融洽、距离更近，和美乡村的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目前，柴坪集镇文化广场、街道雨污分
流、跨河大桥等一系列民生实事项目正在悄然落地。

柴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乡村建设中，无论是创
新形式还是挖掘文化资源，柴坪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解决群众的需求。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群众而建、让群
众受益，全面开启农村生活的幸福模式。

柴坪镇柴坪镇 因地制宜绘制旬河岸边美丽画卷
本报通讯员 陈乾宝

村民在古树下纳凉村民在古树下纳凉

纸房渡码头纸房渡码头

围炉喝茶的帐篷围炉喝茶的帐篷

滔河像明亮的绸带穿村而过流向远方，漂亮的
民居掩映在绿树翠竹中，盛夏时节，走进商南县赵川
镇老府湾村，让人感觉像在画中行一样。

近年来，商南县赵川镇老府湾村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产品
养殖、中药材加工、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村集体经
济大幅提升，群众增收致富成效明显，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

老府湾村充分利用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采取“龙
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的经营模式，由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与商南县三川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及农
户联合运营鱼塘 50 多亩，养殖鲈鱼、罗非鱼、草鱼、
甲鱼等 6万多尾，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8万多元。引进
岭南丝路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返乡创业人员周朝
阳在长安大学的帮扶下投资 300 多万元建成连翘深
加工产学研一体化研究中心，建成茶叶加工厂 1 座、
标准化连翘基地 1200 亩，科管野生连翘 8800 亩，年
加工生产能力 5000 公斤，产值 500 多万元，带动全
镇 1000多人从事连翘采收、加工、销售物流等，人均
年增收 3000多元；围绕产业转型、业态转型重点，将
传统的小麦、玉米、油菜、畜牧种植和养殖业向农产
品加工、休闲旅游等产业转型，建立统一品牌、统一
商标、统一包装、统一营销，目前已形成老府湾村铭
铖源特色农产品品牌。

老府湾村党支部按照“党支部抓总+支委包片+
党员（片长）联户”的网格化管理方法，狠抓人居环境
整治和乡村建设，5 个支部委员包抓 9 片，52 个党员

（片长）包联 563户，形成“支委带头、党员领办、群众
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让群众成为和美乡
村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组织群众对村内“五
乱”现象及陈年垃圾进行彻底整治，整治“五乱”165
处，拆除危旧土坯房 3 处 15 间。围绕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不断完善村组的道路、排水、路灯、公厕、垃圾
处理等设施，新修产业路 5.1 公里，修缮水毁河堤
1.2公里，硬化通组入户道路 2.35公里，新增排污管道 500 米，安装太阳能
路灯 55 盏，改造卫生厕所 133 座，新建旅游公厕 1 座，修缮垃圾池 3 处，建
设惠民小菜园 23 块；以徽派建筑特色为蓝本，沿滔河沿线先后打造宜居
民房示范户 5 户，完成庭院改造提升 47 户，硬化庭院 400 平方米，新修庭
院围栏 1000 多米，农房外墙涂白修缮 2000 多平方米，新增绿化苗木、庭
院果树 600 多株。着力提升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修缮配齐文化广
场运动器材 6处，划定停车位 9个，补充“农家书屋”各类书籍 1000多册。

老府湾村深入推进村级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制定村干部“小微
权力”清单、“一肩挑”责任清单，扎实开展“三建三带”活动，在产业链上建
立党小组，回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活跃村集体经济。以“阳光议事日”

“网格化管理”“一月一晒”3项制度为抓手，推动村级自主议事、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真正让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让乡村自治行之有
效。组建一张“微网格”，推广“把话筒交给群众”活动，让百姓真正参与到
乡村法治中来；建设 1 处老党员工作室，作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咨
询的服务主阵地；成立矛盾化解听证“评审团”，整合村法律顾问、德高望
重老党员、村“两委”成员推动矛盾纠纷公平化解。推进“移风易俗树新
风”活动，破除封建迷信，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
动，评选“先锋党员”“好公婆”“好儿媳”等，实施“文化惠民”活动，组建广
场舞、秧歌等文艺表演队，持续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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