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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洛南县麻坪镇孤山村文
化大院内，20 名文明实践志愿者用乡音
诵读家风家训、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及孝德故事，为群众表演了移风
易俗文艺节目。

8 月 15 日，四皓街道马河村文化广
场上，志愿者宣读倡议书广大群众在签
名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夕阳红爱
心食堂”中老人们吃上了可口的免费午
餐，情感驿站里老人们在聊天、下棋、
拉家常。

连日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群众实践

活动在洛南城乡展开，广大志愿服务队用
文艺形式宣讲理论政策，用乡音土语讲述
孝德故事，用惠民演出丰富群众生活，通过
移风易俗改变群众陈规陋习，营造了“百善
孝为先·做事德在前”的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弘扬
传统美德，破除陈规陋习，践行主流价值，
洛南县深入开展“百善孝为先·做事德在
前”群众实践活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培
树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向上向善、厚德崇
德的文明新风。

在推进过程中，洛南县按照“先行试
点、逐步推进”的原则，先期分别在东、西、
北路及城中选取了古城王村、四皓马河、
麻坪孤山、城关罗坡 4 个村进行试点，在
试点过程中，广泛召开群众座谈会，认真
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全面摸排村级在

“孝”和“德”两方面的典型，形成“正反面”
清单，结合村级实际制定实施方案，采取

“讲道德故事、讲述先进典型、群众谈体
会”等方式，广泛宣传活动的重要性。

各村成立关爱老人“孝德团”，坚持每
周上门了解孤寡老人生活现状、每月入户

一次打扫卫生、每季度为孤寡老人集中举
办一次生日宴，引导群众从小事做起，以
孝立行，德行天下；探索开展“星级孝德
户”评选定星活动，制定评选标准，确定评
选流程，以家庭为单位按照“遵规守法、孝
老爱亲、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等方面进行
集中评选，评选出星级文明户，年终进行
集中评选，达到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积极
探索“积分制管理”，为群众建立文明档
案，不断强化村民自治，采取宣传、引导、
激励、治理等方式全面推进孝道传承，着
力构建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

弘 扬 孝 德 树 新 风
本报通讯员 赵晓翔

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行动中，镇安县
永乐街道牢固树立“创建为民、创建靠民、
创建惠民”理念，充分发挥社区引领作用，
精准发力攻坚、聚合全域力量，市民素质和
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创文工作有质有效。

8 月 14 日，一场别有趣味的“筷”运
乒乓互动游戏在永乐街道青槐社区举
行。伴随着队友的加油欢呼声，社区的
小选手们手持长筷，在志愿者的指导下
重复着夹球、运球动作，玩得不亦乐乎。

针对外来人口多、流动大、留守儿童
多的特点，青槐社区以志愿服务为导向，

以呵护成长为目标，引进社会公益团队，
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构
建积极向上、有利于青少年儿童身心健
康发展的文化环境。

镇安县社工人才服务团志愿者田玉
丽向记者介绍，目前社团已与社区达成了
长期公益服务协议，通过开展志愿服务进
社区、关爱留守儿童、儿童伴读、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等活动，营造人人参与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局面。

走进永乐街道镇城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镇安市民文明

公约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社区工作人
员的一言一行尽显文明底色。

该社区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常态化
工作，积极发挥功能部室主体作用，以强
宣传、重实际为方向，引导居民群众积极
践行文明行为、培育社区新风。

“以创建省级文明社区为引领，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我们把便民
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站、矛盾调解
室作为前沿哨所，以优质、文明、周到
的服务了解居民需求，化解居民难题，
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镇城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蔡炜表示。
用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用好志愿者服

务队、办好系列社会公益活动……永乐街道
在扎实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中有声有色。

“在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
中 ，市 民 群 众 的 思 想 道 德 素 养 得 到 升
华。如今，群众积极参与‘干净永乐’建
设的积极性有效提升、日常文明素养有
效提升，就连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打造‘和美永乐’、助力‘秦岭最佳
康养会客厅’建设的信心和干劲也更足
了。”永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开海说。

文 明 创 建 聚 合 力
本报通讯员 李 翔

本报讯 （通讯员 郭夏季）8 月 19
日，在洛南县景村镇车塬村，81 岁高龄的
党 计 生 在 给 儿 子 党 军 华 传 授 手 工 木 雕 技
艺，并向顾客和邻居介绍他们父子二人制
作的明清仿古手工木雕工艺品卷几、茶几、
屏风、桌椅等。

党计生父子二人多年来从事手工木艺
雕刻和研究，并成立“书木工艺”木雕工厂，
免费向社会人士特别是残疾人传授木雕技
艺。他们制作的明清仿古手工木雕工艺品，
以其古拙精妙、精致美观的特色深受广大顾
客的青睐。

据了解，洛南木板雕刻于 2012 年 8 月入
选商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商洛木雕

（商 州 木 雕 和 洛 南 木 板 雕 刻 联 合 申 报）于
2018年 6月入选陕西省第 6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党计生于 2022 年 12 月被评为商洛
木雕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洛南木雕技艺代代相传洛南木雕技艺代代相传

民谚有云:“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
红了皮。”初秋时节，核桃在商洛市区的街头
已经陆续上市。

核桃，又名胡桃，是胡桃科多年生落叶乔
木。原产于中亚一带，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
带回内地，后广为种植。“胡桃”一名，明代著
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释为：“此
果外有青皮肉包之，其形如桃，‘胡桃’乃其核
也。羌音呼‘核’如‘胡’，名或以此。”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物。商洛全域地处
秦岭腹地，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土
地肥沃，适宜核桃的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使商洛成为久负盛名的“核桃之乡”。

商洛种植核桃历史悠久。今存最早的商洛
旧志——明嘉靖《商略·商南县集》第一卷《物
产》即记有“胡桃”。清康熙《雒南县志》载：“果
之最盛者，无如核桃，发卖之余，尤足供灯油之
用。”清光绪《商州直隶州乡土志》载：“核桃，大
宗。”“核桃仁，运销他处。”“核桃，由龙驹寨水运
至襄、樊、武、汉销售，每岁十余万斤。”

除旧志外，在清代诗文中也有不少关于
商洛核桃的篇章。

清嘉庆三年（1798）七月九日，浙江嘉善
人陈祁抵商就任商州（辖境约今商洛市）知

州，不久后，在一次出城巡视时他写下了一首
与核桃有关的诗。就目前所见，这应该是最
早写到商洛核桃的一首诗。

郭 东
郭东双塔峙崔嵬，岩壑苍茫烟树堆。
一带水田缘涧筑，数家茅屋趁崖开。
胡桃磊磊随人落，红柿离离夹道栽。
日暮城边多贾客，问言采药入山来。
诗的大意是说，商州城东边东龙山上的

两座古塔高耸入云、气势磅礴，远处的山峦溪
谷连绵起伏，一望无际，丛林之中云烟缭绕，
宛若仙境。山涧沿岸是大片的稻田，依水而
筑，山崖脚下有几间茅屋，星星点点。随处可
见的核桃树上果实累累，挂满了枝头，熟透的
核桃随人掉落，道路两旁遍植柿树，红彤彤的
柿子压弯了枝头。已是日落时分，在郊外碰
到很多商人，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进
山采药才归来。

数十年之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冬，曾任
湖南祁阳知县，家在商州东店子一带的本地人
王时叙，在客居京城期间回忆故乡的山川风
物，写下了 104 首绝句，其自述：“嘉庆甲戌之
冬，旅食京师，言归未能，回忆故乡风土，得绝
句一百四首。意到即书，语杂无序，有志所有
而不及者，有志所无而及之者，以所言皆山中
之事，命之曰‘商州山歌’，即作竹枝观之，当亦

无不可也。”其中就有一首七绝写到了核桃。
商州山歌
（四十二）

梨榴枣栗各芳鲜，
彼核之桃树万千。
市客收来沽北楚，
贾师认得胜西川。

诗中说，商州出产的梨、石榴、大枣和
板 栗 等 新 鲜 而 美 味 ，各 具 特 色 ，特 别 是 果
实 被 一 层 硬 壳 包 裹 着 的 核 桃 树 到 处 都 有
种植，可谓成千上万。客商们将商州核桃
收 购 上 来 后 ，大 都 贩 卖 到 湖 北 北 部 的 荆
州 、襄 阳 一 带 去 了 ，那 些 在 市 场 上 管 事 的
人认为，商州核桃的品质比四川成都一带
出产的还要好。

转眼就到了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的五月，刚刚卸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行经
商洛，在其《缘督庐日记》关于此行的记录中
有两处与商洛核桃有关。

缘督庐日记（节选）
十四日……今日共行八十里，一路山明

水秀，嘉树苯䔿，芳草暗蔼，奇礓当路，飞瀑悬
崖，林木尤为茂盛，几于迤逦不断。所见核桃
树最多，枝头结实累累，未熟。

十七日……由老君河至上洛铺，雨渐止，即
望见高处一条白路，坦坦康庄，两旁皆果林，浓

阴匝地，核桃最多，其余皆桃、李、梅树，结实多
已熟。村民即有携筠筐售于道者，丹翠可爱。

由日记可知，当时的商於古道沿途树木
茂盛，浓荫密布，其中以核桃树为最多，果实
累累，农历五月的核桃尚未成熟。尤其是在
今丹凤县的商镇老君殿一带，路边全是果树
林，最多的是核桃树，其余有桃树、李子树、
梅子树等，所结的桃子、李子、梅子大多已经
成熟，有村民用竹篮盛着果子在路边售卖，
红的绿的黄的，亮丽新鲜，惹人垂涎。

叶昌炽是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进
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甘肃学
政等，是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学家、版本目
录学家。其所记《缘督庐日记》始于同治庚
午（1870），结束于民国六年（1917），跨度达
四十八年之久，约二百万字，堪称近代最重
要的学术日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

以上三篇诗文的作者，既有当时商州的
地方官，又有在外任职的商州本地人，还有
路过商州的大吏，他们以不同形式记录了彼
时商洛境内遍植核桃的情形，特别是王时叙
在诗中对家乡核桃的品质极尽赞美。我国
古代典籍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上述诗文仅
是就笔者目前所见而言。窥一斑而知全豹，
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略知商洛核桃的悠
久历史及优良品质。

清 代 诗 文清 代 诗 文 中 的 商 洛 核 桃中 的 商 洛 核 桃
刘刘 毅毅

“自从有了这个图书馆，
我们闲暇时间就可以来这里
看看书，学习一些种植、养殖
方面的知识。”近日，商南县图
书馆过风楼镇图书分馆挂牌
成立，群众对家门口的图书馆
赞不绝口。

过风楼镇图书分馆坐落
于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
龙 山 社 区 ，总 面 积 约 200 平
方 米 ，藏 书 5000 多 种 2.6 万
册，内容涵盖惠农政策、政治
经 济 、文 化 教 育 、农 业 技 术 、
医药卫生等方面。设置有咨
询服务区、阅读朗诵区、交流
分享区等。在这里不仅可以
阅读、借书，还可以举办政策
宣讲、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等
文化活动。

图 书 馆 是 家 门 口 的“ 精
神 粮 仓 ”和“ 心 灵 驿 站 ”。 作
为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阵 地 ，
图 书 馆 既 满 足 了 农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又 成 了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载
体 。 图 书 馆 开 馆 以 来 ，周
边 群 众 喝 酒 、闲 逛 的 少 了 ，
三 五 成 群 围 坐 在 书 桌 旁 ，
沉 浸 在 各 自 喜 爱 的 书 籍 中
成 了 常 态 。 放 假 的 孩 子 们
放 下 了 手 机 ，结 伴 来 到 图 书
馆 ，看 书 、写 作 业 ，低 声 讨 论
各 自 的 阅 读 体 会 ，家 门 口 的
图 书 馆 让 孩 子 们 在 炎 炎 夏
日 汲 取 文 化 甘 露 ，体 验 清 爽
静 谧 的 阅 读 氛 围 。

过风楼镇图书分馆负责
人 说 ：“ 龙 山 社 区 居 住 的 636
户 1835 人 都 是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群 众 ，我 们 将 充 分 发 挥 图
书 馆 平 台 作 用 ，通 过 开 展 诵
读 比 赛 、知 识 讲 座 、技 能 培
训 等 活 动 ，营 造 全 民 读 书 、
终 身 学 习 的 浓 厚 氛 围 ，引 导
更多群众爱读书、多读书、善
读 书 ，不 断 丰 富 社 区 居 民 文
化生活。”

过 风 楼 镇 图 书 分 馆 的 挂 牌 成 立 ，既 是 过 风 楼 镇 全 面
巩 固 全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示 范 镇 创 建 成 果 的
重要举措，也是在推进以文化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
迈 出 的 坚 实 一 步 。 不 仅 延 伸 了 公 共 图 书 馆 文 化 服 务 的
触 角 ，缩 短 了 图 书 馆 与 基 层 群 众 的 距 离 ，也 有 效 满 足 了
农村居民的阅读文化需求，推动了书香新农村与和谐社
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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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洛 文 史 陈祁的诗陈祁的诗《《郭东郭东》》原文原文（（清嘉庆清嘉庆《《商於吟稿商於吟稿》》书影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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