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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岭南麓、金钱河畔，有一个南与
北融合、秦与楚交汇、古与今碰撞的千年
古 镇 ——山阳县漫川关镇。这里昔疆秦
楚、今界陕鄂，既有北国风光，更具南国风
情，成语“朝秦暮楚”“南腔北调”诞生于此，
是商贸重镇、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全市唯一
一个省级经济发达镇。

近年来，漫川关镇重点围绕生态立镇、
文旅强镇、城建靓镇、产业兴镇，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先后获得全国美丽宜居示范
小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特色小镇等
8项国家级荣誉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等 9项
省级荣誉。

触历史脉搏 兴古镇文旅

漫川关镇深度挖掘秦楚文化、民俗文
化、红色文化、曲艺文化等资源优势，建成漫
川古镇、漫川人家 2 个 4A 级景区和小河口
水上乐园、莲花茶创小镇 2 个 3A 级景区，曲
艺“漫川大调”、美食“漫川八大件”以及双戏
楼庙会、猫碗入选省级非遗名录，“安席·酒
话”“漫川酱豆”入选市级非遗名录，建成烈
士陵园、郧岭阻击战旧址红色教育基地 2
个，打造《枪魂》《印象漫川》实景演绎剧，电
影《血战漫川关》在央视展播，2023 年获评

“陕西省非遗特色示范镇”，古镇历史文脉得
以延续、彰显。

漫川关镇紧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
际慢城建设目标，在“文化+旅游”“旅游+
服务”“旅游+康养”融合发展上做文章，完
成楚街文化街区铺装等景区建设项目 18

个，举办中国漫川文化旅游戏剧节、漫川
过大年、和合雅集文化节等活动 22 场

次，开发古镇豆酱豆豉、漫川锅巴、
豆腐乳等旅游商品 26 种，带动发
展农家乐、酒店等 364 家，带动
群 众 426 户 ，户 均 年 增 收 4 万
元 ，2023 年 接 待 游 客 112.5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37
亿元，文化旅游成为镇域经济
发展的主要增长极。

塑城镇肌理 建和美漫川

疾 驰 的 高 铁 ，孕 育 奔 腾 的 梦
想。漫川关镇观大势而融入，抢抓高

铁经济发展机遇，一手抓西十高铁项目
保障、高铁站前广场及连接线建设，一手

抓城镇建设，提升镇区能级，主动融入西安
半小时经济圈、武汉两小时经济圈。镇上

按照“提标、建优、管好”的思路，景
镇融合、一体谋划建设高铁小

镇，从建设规划编制到有
序拉大镇区框架，从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到 和 美
镇区建设，镇区由
原来的 1.5 平方公

里有序扩大到 3 平方公里，文化旅游步行
街区建成与管理，水、电、气、信综合管网完
成地埋，污水处理场、生态停车场等基础设
施建成运营，楚街业态布置、秦街改造规划
正加快进行，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工程，提
升的是综合承载力，留下的是融入城镇肌
理的时代印记。

同时，漫川关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厚植绿色发 展 理 念 ，深 挖 资 源 禀
赋 和 发 展 优 势 ，从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入 手 ，
道 路 白 改 黑 、景 观 绿 化 提 升 、基 础 设 施
完 善 ……在补短板中“塑形”，在扬优势中

“蜕变”，建成了古镇社区省级“千万工程”
示范村、小河口市级“千万工程”示范村，

“头雁效应”激发了“群雁活力”，“示范引
领型”和美镇区、闫家店“千万工程”示范
村、黄家凹野奢帐篷民宿、莲花汉华民宿
正你争我赶、加速建设，共同绘就漫川关
宜业宜居、宜游宜养的和美画卷。

壮产业筋骨 促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是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实现群
众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漫川关镇从产业布
局的优化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从产业项目
的考察到产业基地的落地，从村集体经济壮
大到联农带农致富增收，逐步形成了东西方
向特色产业兴旺、南北方向文化旅游繁荣的
良性发展态势。

漫川关镇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深耕茶
叶、中药材、林果“三大产业”，探索“农旅+”

“茶旅+”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莲花黄花岭茶
创小镇、万福贺家岭万亩高山茶叶示范园、
纸房沟茶叶采摘体验园、小河口樱桃采摘园
四大产业园区，招商引进汉华惠乡、秦岭优
源现代农业产业园，万福、莲花“茶叶专业
村”、李家坪“蛋鸽养殖专业村”、康家坪“中
药材专业村”等一批特色产业专业村成效显
著，全镇发展中药材 12 万多亩、茶叶 6 万多
亩、林果业 6 万多亩，处处呈现着产业兴旺
的美好图景。

强劲的产业发展势头，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漫川关的深入实践，也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漫川关镇的生动诠
释。漫川关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纵深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三年倍增计划
和“削薄培强”行动，壮大万福茶叶、康家坪
中药材、李家坪蛋鸽养殖、乔家村花椒、猛
柱山农产品收购等村集体产业，李家坪蛋
鸽从产品滞销到供不应求，万福村集体经
济收入近 50 万元，康家坪、板庙村集体经
济收入破 20 万元，以“党支部+村集体经
济+龙头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将农户镶
嵌在产业链上，带动群众户均增收 3800
元，村强民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景，
而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疏治理经络 树文明新风

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第三季》漫
川关镇“相商有则”中，记录的孩子周岁吃

“合食”、“板凳打拢”事前商议、请中人等
习 俗 ，至 今 依 然 存 在 ，这 些 正 是“ 枫 桥 经
验”在漫川关的真实写照。这里有南、北
多省群众迁移定居，有回、汉两族人民混
合居住，有和合南北的秦风楚韵，也有难
以避免的文化差异，漫川关镇将基层治理
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也发挥德高望重的“中人”协调
作用，党委政府、志愿者、社会组织、居民
群众等各方力量凝聚成绳，依托法治、民
主、协商的群众工作法，网格化服务管理
延伸“零距离”服务群众触角，打通基层治
理“神经脉络”。

在漫川关镇，守住“根”、留住“魂”，不
止有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有优秀民俗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有新时代文明新风
的沁润与融合。漫川关镇整合党群服务中
心、农家书屋、乡村大舞台等资源，将“千条
线”汇入“一张网”，打造以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为中心、辐射 16 个村（社区）文明实践
站的共建共享“同心圆”，以乐在我家、和在
我家、美在我家等“六在我家”活动为抓手，
开展政策宣讲、文明倡导、爱心服务等文明
实践活动，常态开展“五美庭院”“好公婆”

“好媳妇”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文明实践
从“一方独唱”到“众声合唱”、从“文明实
践”到“实践文明”，文明新风融合漫川文化
春风化雨、沁润人心，“崇礼尚德漫川关”文
化底蕴愈发浓厚。

文化铸魂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薛 贞

近年来，洛南县保安镇坚持以党建引
领，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锚
定秀美集镇建设，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红色魅力保安。近日，保安镇大干快干，
扎实开展集镇“擦亮行动”，在加强管治的
同时加快集镇建设步伐，集镇“颜值”再次
得到提升。

强党建抓引领强党建抓引领

保 安 镇 充 分 发 挥 党 组 织 和 党 员“ 主
阵地”作用，以党建“红”为引领，坚持高
标准推动集镇规划建设工作。明确集镇
发 展 目 标 和 建 设 方 向 ，按 照“ 地 下 到 地
上，地面到空中”的工作思路，围绕“一强
三 改 两 建 一 补 ”建 设 秀 美 集 镇 。 将 集 镇
片区划分为 9 个网格责任区，实行集镇环
境 卫 生“ 擦 亮 行 动 ”网 格 化 管 理 ，领 导 带
头包抓，干部全员参与，镇属单位积极配
合，确保每条街、每条路从内到外达到整
齐、干净；制定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评分制
度，实行周检查，月观摩，季考核，考核为
优秀的责任区，进行红榜公布，纳入年终

积 分 ，作 为 党 员 积 分 制 考 核 管 理 重 要 依
据 。 以 国 家 级 卫 生 乡 镇 、省 级 生 态 镇 创
建为契机，以党员志愿服务队、巾帼爱心
服务队为引领，发挥名片效应，多方宣传
引导，推进共建共管共享；从根本上建立
清洁擦亮机制，每周一、周三开展集镇集
中“ 擦 亮 行 动 ”，全 天 候 落 实 保 洁 保 护 措
施，不定期组织动态巡查检查，与商户签
订门前“三包”责任书，从“一时净”转为

“长久净”，“一时美”转为“长久美”，确保
集 镇 常 态 化 干 净 整 洁 ，让 集 镇 名 片 更 闪
亮，更美丽，让小集镇的“美”人人知、人
人爱、人人护。

强基础抓建设强基础抓建设

保安镇从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着手，
相继建成地下雨污水管网系统 1244 米，改
造提升老街、阳虚路、河滨东路道路 3 条
1864 米，改造人行道 4500 平方米，更换门
头牌匾 1200 平方米，建成手工非遗街区 1
条、农产品交易市场 1 个，配建法治小广
场、非遗小广场、公厕各 1 个，完成管线整
治、绿化美化等多个项目。突出乡土特色，

大力推进洛霸路沿线、乡村小道、“四旁”
（水旁、路旁、村旁、宅旁）、“四地”（边角
地、空闲地、闲置宅基地、拆违地）绿化美
化，开展墙体、屋顶、阳台等立体绿化和宅
前屋后景观提升活动，累计改造提升小花
园 10 个、小菜园 6 个、小果园 5 个，沿线增
果、增绿、增花累计 25 公里，镇域绿化美化
面积 1000 平方米。挖掘乡村文化，注重非
遗文化和红色景点的保护，将仓颉文化、保
安特色、非遗文化融入集镇建设，着力打造
一条集非遗产品制作、销售、体验于一体的
特色手工非遗街区、一个百亩观光稻田景
观和多个红色文化展示节点（洛惠渠、唐澍
墓红色教育基地等），推动打造文旅名镇·
康养小镇。

强产业抓发展强产业抓发展

在美丽集镇建设过程中，保安镇始终
将秀美集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着力
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始终坚持“产业兴村”
的理念，大力推动特色产业走向集群化、现
代化。“支部+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既保
障了农民的收益、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也实现了产业的振兴。整合优化土地
资源，引进国内首批新加坡种苗，建成 500
亩集中连片夏草莓农旅观光产业示范园和
1230 亩北五味子种植示范基地，形成五味
子、葡萄、草莓、食用菌产业基地等精品作
物观光采摘园，形成了“春品草莓、夏赏五
味子、秋尝食用菌、冬摘柿子”的全年不“断
线”、不“掉档”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盘活
闲置移民搬迁房屋、商铺等固定资产 120
户，建成酒店客房 40 套、农家乐 7 家，建成
29 家非遗门店、44 家当地特色饮食门店。
产业的发展，为保安镇集镇建设增添一抹
全新的“农文旅”元素，让旅游多方发力、全
面发展。

目前，保安镇以持续加快镇区建设、
建设秀美集镇为目标，以实施产城融合、
以城带乡、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举措，已经
打造了公共基础设施齐全、管理秩序井井
有条、文化风采特色鲜明的“秀美集镇”。
此外，保安镇将持续聚焦精细化、常态化、
长效化，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握拳聚力，加大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
度，不断刷新村镇“颜值”，让集镇更“靓”，
让群众生活更美。

集镇颜值靓起来 群众生活美起来
本报通讯员 齐彦昭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何晓晴）初秋时节，从商南县城出

发，沿商郧路行 45 公里，逆冷水河
而上，走进赵川镇文化坪村，一条
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八月果基地，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饱满圆润的八
月果。八月果已经到了成熟期，一
个个八月果胖乎乎、圆滚滚挂在枝
头，或绿或紫，簇簇拥拥，有的还在
奋力生长，有的已经炸开弧度，向
前来采摘的游客露出笑脸，田间地
头处处洋溢着农民丰收的喜悦。

近 年 来 ，文 化 坪 村 学 习 运 用
“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党支部领
路、产业铺路、群众致富的发展理
念，持续发展壮大“果、畜、药、渔、
林”等特色产业，形成了“30 亩八月
果、700 亩中药材、20 亩冷水鱼”三
大主导产业，为强村富民、乡村产
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文化坪村“两委”班子与县财
政局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方考察，认
真研究，决定将适宜当地环境、种
植技术简单、经济效益明显的八月
果、中药材种植作为全村主导产
业。通过采取“股份经济合作社+
基地+农户”和大户承包、分散种植
的模式，鼓励村上群众加入八月
果、中药材种植基地。目前，该村
有规范化种植中药材白及 400 亩，
苍术、桔梗各 300 亩，产业基地 3
个，产业大户有 11 个，其中参与种
植的脱贫户 129 户 409 人，合作社
带动 38户 90人。

“中药材产业既是我们村的传
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是农民实
现增收的主导产业。目前，我们村已拥有白及、苍术、柴
胡、猪苓、桔梗、五味子、黄精等为主的中药材基地 700 亩，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争取实现人均增收 2 万元，
不断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带动更多农户走上致富路，有
效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文化坪村党支部书记黄开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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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邹大鹏）初秋时节，走入镇安县达
仁镇象园村，漫山茶园郁郁葱葱，层层点缀山头，坐落在茶
山脚下的“象园·印象”茶产品展销中心在清晨云雾的掩映
下，宛若茶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9 月 6 日，象园村党支部副书记汪晓早早就来到了“象
园·印象”茶产品展销中心，熟练地打开品茗阁、傍水阁两间
茶山民宿，干净、整洁的设施映入眼帘，让人倍感温馨。“眼
下，气温已经不再燥热，正是来体验茶山民宿的好时机，得
抓紧拾掇好茶山民宿，让游客们住得干净舒心。”

“象园·印象”茶产品展销中心是象园村集体经济增收
项目之一，建有村史馆、展销中心、茶山民宿等，通过将原有
废旧房屋改造升级，吸引 5 家企业、合作社入驻，村集体依
靠收取租金和收入提成壮大村集体经济。

象园村位于秦岭南麓，距镇安县城 110公里，共有茶园
1.7 万亩，户均茶园 50 多亩，有茶叶公司 3 个、茶叶加工厂
11 个、茶叶合作社 23 个，年产茶叶 80 多吨，产值 3200 万
元，户均茶叶收入 9.8万多元。

象园村充分挖掘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效应，
依托茶产业优势，深入推进“四变转型、五好培强”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扎实开展“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主题
实践活动，构建出组织联建促管理、产业联营促发展、农
户联带促增收的“三联三促”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形成产业提质、企业增效、群众增收、集体受益的
多方共赢局面，让茶产业成为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
色产业。

象园村与地理位置相近的农光村建立茶产业党建联
盟，成立茶叶党小组 2 个，打造党员示范户 21 户，构建起

“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示范户—农户”四级组织链条，以
组织链串起产业链。通过盘活资源、多方联合，算好经济
账、做实生态账，写深写实“绿色文章”，截至目前，象园村集
体经济收入已突破 20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茶产业这个支柱，深化拓展
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让‘小绿叶’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

‘金路子’，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象园村党支部书记
刘道俭信心满怀。

象园村 茶叶拓宽致富路

目前，丹凤县竹林关镇洲河北村现代田园综合体示范
园的“阳光玫瑰”葡萄进入盛果期。近年来，洲河北村依托
本地山地资源优势和适宜气候条件，引导群众发展了近百
亩“阳光玫瑰”，经过精心培育，成功实现挂果，今年总产量
预计达到3吨。 （本报通讯员 雷明欣 摄）

民俗展演吸引民俗展演吸引
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驻足观赏

志愿者在古镇志愿者在古镇
街道开展文明宣传街道开展文明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