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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镇党委书记刘长平表示， 新班子成员
要努力做到七个“更高”。立足镇情实际，抢抓过
渡期五年政策机遇， 坚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统揽， 紧盯产业发
展、群众增收、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
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精心谋划、真抓实干，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开启大河新征程，谱
写大河新篇章。

持续巩固脱贫新成果， 更高起点接续乡村
振兴。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帮扶力
量、帮扶政策、资金投入相对稳定；健全防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动态
监测与帮扶，持续落实各类帮扶政策，坚决守住
群体返贫底线； 积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有序衔接，主动谋划，大力开展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以点带面，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抢抓政策机遇谋项目， 更高品质推动集镇
建设。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项目带动为牵
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实施“东扩北进南
融”发展战略，推进集镇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实
现镇区路网互联互通，拉大城镇骨架；完善集镇
功能配套，以人的城镇化为突破，不断完善城乡
功能，提升大河新形象，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后半篇”文章。

打造特色产业增后劲， 更高质量促进经济
发展。围绕“高山牛羊牧业、浅丘菌芋桑果、河滩
粮油蔬菜、集镇商贸工厂”的产业发展思路，全
力打造“两片三区多产业”发展新格局，提升主
导产业，做强特色产业；加强政策引导扶持，大
力培育各类经营主体， 通过示范引领推动产业
发展；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林下
套种、种间养殖、稻渔共生、农光互补的立体化

发展路径；加大科技投入，持续下延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谋求民生事业新福祉， 更高标准改善人民
生活。认真落实农村五保、低保、社会救助、生活
救助等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让群众
务工有着落、就业有保障；加快完成学校提升改
造及配套设施完善，全面提升教育教育质量；加
强乡村文化设施和文体活动场所建设， 不断丰
富群众文化精神生活； 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持续推进“诚孝俭勤
和”新民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向善向好。

立足共建共享优管理， 更高效能推进社会
治理。 常态化开展“九率一度”、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反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工作宣传宣讲，
对平安创建、普法宣传、新民风建设等重点工作
常抓不懈，深入推进“321”基层治理，夯实网格
化管理、做实精细化服务，实现“人到网格去、事
在网格办、服务全覆盖”的高效能社会治理新格
局，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聚焦生态宜居绘蓝图， 更高水平提升镇域
形象。 持续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和
旧宅腾退复垦复绿工作， 守住生态环保底线和
耕地红线；深入开展“五乱”治理专项整治行动；
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责任，加强林业资
源和水资源管理， 纵深推进治水巩固、 蓝天保
卫、森林守护攻坚战。

狠抓作风建设不放松， 更高素质锻造基层
队伍。深入学习法治思想，全面履行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干部
队伍、基层组织、党风廉政、工作作风建设；持续
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和漠视群众利益、工作不严不实等问题；
加大“筑巢引凤”力度，引导优秀人才回乡创业、
反哺家乡，加强村干部管理，打造一支素质高、
业务强、作风硬的基层队伍。

大河镇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将团结带
领全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保持定力、下定决心、接续
奋斗、砥砺前行，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高
质量建成“北部山区中心城镇”，奋力谱写美丽
富裕和谐新大河而不懈奋斗。

山水石门 画中横溪 庖汤会友 不尽乡愁

岚皋石门镇第四届丰收节暨庖汤宴活动举行

大河镇位于汉滨区西北部，距安康城区 69
公里，行政面积 272 平方千米，辖 14 村 5 社区，
共 393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3.2 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 8893 户 29212 人。 恒河贯穿全镇，盛产蚕
桑、核桃、天麻，林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

新一届镇党委、政府班子换届以来，该镇围
绕汉滨区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基地抓提升、社
区抓工厂、三区抓龙头、城镇抓配套、全域抓保
障”的“五抓”发展策略，立足“大河作为北山中
心镇”的科学定位。 以乡村振兴为主线，坚持“农
业稳镇、产业富镇、商贸活镇、项目建镇、教育兴
镇、生态美镇”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推动城镇化
建设实现“新突破”，在特色产业发展、搬迁后续
扶持方面实现“双引领”，在扶贫资产收益、村级
集体经济、农民人均收入方面实现“三个增长”，
在党的建设、社会事业、基层治理、生态保护上
实现“四个提升”。

汉滨区大河镇：

特色兴北山 大河扬绿波

记者 吴苏 通讯员 章莹 赵楠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兵）日前，从国家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
《关于表彰全国文化
和 旅 游 系 统 先 进 集
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
动模范的决定》 中获
悉， 石泉县文化和旅
游广电局荣获全国文
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
体。

近年来， 石泉县
先后创建国家 A 级景
区 10 个、国家森林公
园 1 个、 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镇 1 个、 全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2
个、 省级旅游特色名
镇 5 个、 省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 9 个， 全县
旅 游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增 长 至
24.87%， 旅游业实现
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巨变，
让石泉县成为全市首
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近几年来， 石泉
县累计争取投资 50
余亿元， 游客服务中
心实现了县、镇、景区
全覆盖， 重要景点实
现了智能导览； 建成
县域四通八达的旅游
公路环线， 开通了旅
游景区公交班线 ；开
发了富硒特色美食 、
精 品 民 宿 和 旅 游 商
品， 定期开展丝路情

景剧等演出活动，让游客吃得舒心、住得
安心、买得放心、玩得开心。 首创“游长
制”和书记游客“三本帐”，及时受理游客
意见建议、利益诉求、投诉举报，回应游
客关切、维护游客权益。建立部门联合监
管机制， 常态化开展市场监管和游客服
务工作，营造“人人都是旅游环境、个个
都是流动风景”的全域旅游氛围。

以抓实旅游项目、培育核心景区、丰
富旅游业态为突破，做足“旅游+”文章。
依托鬼谷子文化和丝路文化重要标志地
资源， 按 AAAAA 级标准开发建设了鬼
谷岭和金蚕小镇； 依托汉水文化资源和
地质生态资源， 建成了汉江石泉古城等
4 个 AAAA 级景区； 挖掘利用非遗资源
及农耕文化， 建成了中坝作坊小镇等 6
个 AAA 级景区。注重农旅、康旅等融合，
先后培育了饶峰驿站、明星醉美桑海、五
爱荷塘月色等农旅融合示范村， 打造了
本草溪谷、汇通福地等康旅融合项目。强
化旅游产业带动，积极探索出景区带片、
景点带村、企业带户、服务带人的“四带”
发展模式， 全县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
的人员突破 2 万， 走出了一条巩固脱贫
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发展的新
路子。

石泉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王守
明介绍， 下一步他们将围绕建成全国文
化旅游名县和“山水田园、康养休闲”发
展定位， 全面助推文化旅游产业提质转
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扎实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宜居宜业宜游“三宜”新石泉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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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拥 通讯员 唐明洁 孙诗漫）
12 月 12 日， 岚皋县石门镇第四届丰收节暨庖汤
宴系列活动在横溪古镇举行，各地游客和当地居
民纷纷欢聚于此，体验当地民俗、品尝当地美食。
活动在还原传统的祭祀活动中拉开序幕，村民们
抬着精心挑选的福猪在横溪古镇的步行街上进
行巡游，再现民间、民俗文化现象，通过杀年猪、
品庖汤寓意庆丰年、谢邻里，更是期盼“来年光景
好、家畜都兴旺”。

与此同时，由当地群众和岚皋县文化馆编排
的演出也同步上演， 各类文艺节目精彩纷呈，现
场音乐声、欢呼声、掌声不绝于耳，随后，激烈的
“拳王”争霸赛精彩上演，一时间猜拳声、欢笑声
此起彼伏，又将庖汤宴的气氛推向高潮。

在横溪古镇的小广场上，30 张桌子分开两排
有序排列， 近 2000 名游客与村民围坐品尝庖汤
大餐，豆豉洋芋耳子、酸辣魔芋豆腐、粉蒸肉、火
爆猪肝等岚皋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让人垂涎三
尺。 用餐的人们大快朵颐，现场一派喜气洋洋的
景象。

“我是镇坪人， 今天来到我们横溪古镇参加
这个庖汤宴感觉非常棒，包括整个氛围，然后岚
皋人民待人非常热情， 包括我们今天吃到的东
西，味道色泽口感都很不错。 ”“我们是专门从岚
皋过来的，专门为这次活动过来，这个肉挺好吃，
肉质挺不错的，味道好。 ”来自镇坪的游客朱锐和
岚皋县城游客熊小红说道。

除了文艺演出、热气腾腾的庖汤宴，现场还
有当地的农副产品展销， 当地自制的腊肉、

神仙豆腐、土蜂蜜、土鸡蛋、豆腐乳、腊肠等农副产品深受
游客的喜爱。 “今天在这搞的这个庖汤宴，游客还不

少，我们专门做的手工香辣酱，大概卖了有七
八百块钱。 ”石门镇庄房村三组郑光

保一大早便在指定区域销售
自 家 制 作

的农副产品，算着收益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山水石门 画中横溪 庖汤会友 不尽乡愁。 ”来岚游客袁小忠

笑容满面地说道，“我来自江苏常州， 听朋友讲今天在石门镇举办
一个庖汤宴，我就跟朋友赶过来了。 我看到了这边有好多当地的农
土特产品，我要把这边的农土特产带回江苏，带回常州，与我的亲
人们分享。 ”

大寒小寒，杀猪过年。 “杀年猪、吃庖汤”作为本地历史悠久的

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农村冬闲和过年民俗的重要
活动。 通过特色农副产品展销游客可购买绿色健
康的“土货”，推进农业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而原
汁原味的庖汤宴可让游客体验乡村旅游的新魅
力，感受“乡愁”文化滋味，把乡村游变成“可带走
的记忆”。

因旅游发展所需，进入新时代后，石门镇党
委、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该镇彭家院子
四合院外的部分商铺、 客栈进行了修复， 集吃、
住、行、游、购、娱等一体，让古镇重现当年盐道建
筑的风情、风采和风姿，焕发出当年盐道生活的
盛况、生机与活力，而宰杀牲畜之时即是丰收之
日，所有人当天都载歌载舞，吃肉喝酒以庆祝丰
收，时间长了，便成了一种习俗，谓之庖汤宴，一
代一代传传承下来，延续至今。

近年来，石门镇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全方位提升乡村
颜值，另一方面牢牢抓住神河源、千层河旅游环
线优势，积极打造篝火晚会、子牙垂钓等休闲观
光活动。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颇具地方特
色的烤全羊， 还可以体验地道的农村生产生活，
享受城市以外的宁静和淡雅。 “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立足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着力推进‘画中横
溪’旅游轴线发展，推动‘以农促旅、以旅促农’深
度融合。 充分挖掘以我镇许勋安、纪小城为代表
的红色文化精神内涵， 开发建设巴山古盐道遗
迹、高等学府和瀑布垂钓景点，真正使石门的‘绿
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石门
镇党委书记刘波表示。

据悉，此次庖汤宴活动的举办，旨在年末欢庆丰
收，共享脱贫成果，传递陕南地方民俗文化，在
山水乡村之间同步搭设了消费帮扶站台和文
艺汇演， 并进一步提升了石门镇"山
水石门 、画中横溪"的旅游品牌
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