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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平利县城关镇全面落实
“勤快严实精细廉”作风要求，巧念“学、
管 、严 ”三字诀 ，深入开展干部作风整
顿，锻造了一支作风过硬、执行高效、能
打硬仗的干部队伍，推进全镇各项工作
扎实有力开展。

“以前写稿子总感觉没有思路 ，
有种 ‘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的感觉 ，今
晚参加了关于新闻稿写作的培训 ，瞬
间感觉豁然开朗 ，真心希望 ‘周三夜
校 ’能一直办下去 ，让我们多充电 、多
提升 。 ”城关镇五峰社区干部刘鲜兴
奋地说 。

据悉 ，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 ，该镇
始终坚持“周三夜校”集中学习制度，结
合镇村工作实际，“定制” 学习内容，扩
大参学人员范围，邀请宣讲团传达政策
理论知识、 领导干部上台讲 “红色故
事”、业务骨干教工作方法，促进镇村干
部提振精神、增强本领。 截至目前，累计
开展集中学习 300 余场，听众逾 2 万人
次。

利用党委理论中心组 ，及时跟进
学习中央和省市县关于从严治党相
关政策理论 ，解读政策精神 ，通过学
习明确政策方向 、 掌握政策实质 、恪
守政策要求 ，将干部作风整顿与 “我
为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

在活动中增强公仆意识 、转变工作作
风 。

严管厚爱强作风。 “近年来，城关镇
持续建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先后制定
了干部管理‘十项制度’、周工作内容报
送、干部轮岗等制度，全镇上下精气神
得到提振，严实作风明显增强。 ”该镇纪
委书记王军介绍。

该镇制定请销假、公务接待等镇村
干部“十项管理制度”，细化工作管理规
定，划清了“可为” 与“不可为”的边界，
为干部行为提供制度约束，确保各项工
作有规可遵、有章可循。 紧盯基础设施
建设、财务报账、固定资产采购等重点
领域，明确合规范围、制定审签流程，确
保规范运行。

实行“周计划、周总结”制度，以各
站所为单位，周一上报工作计划，周五
进行工作总结， 将工作内容清单化、责
任明晰化、进度可视化，镇纪委定期对
工作完成情况开展“回头看”，增强干部
工作使命感和紧迫感。 实行干部轮岗交
流机制，多岗位提升干部能力，培养业
务技能多面手。

鲜明激励、用人导向，将干部平时
加班时长、工作强度和辛苦程度与绩效
考核、评优评先等挂钩，让作风过硬、务
实肯干的干部不吃亏、得实惠、能重用，

营造甘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干事创业氛
围。

“我们督查问效组由 1 名纪委干
部、3 名业务干部组成，对各村（社区）重
点工作开展情况和作风问题进行常态
化巡回督导督查， 目前已实现 30 个村
（社区）督查全覆盖。 ”该镇督查问效组
成员王涛介绍。

据悉，该镇抽调精干力量充实督查
问效组， 聚焦作风问题和乡村振兴、安
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对 30 个村（社区）
和站所办开展常态化督导督查，针对发
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实行红黄绿
“三色管理”和工作群晾晒制，推进工作
落实落细。

针对部分干部存在的疏于学习、工
作漂浮等“五类”突出问题，采取“提醒+
警示+约谈+通报”等措施，点名道姓通
报，全程督促整改，直至作风转变、问题
解决，推进全体干部转作风、守规矩、知
敬畏。

镇村干部签订纠“四风 ”树新风暨
干部作风整顿承诺书 210 份，主动认领
服务于民、以身作则、勇于担当等 “八
项任务”， 促进干部勇于担当、 积极作
为，形成在狠抓落实中拼作风、在工作
实效上看作风的工作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覃燕）为进一步加
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源头治理，提升欠薪
预防预警能力，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
额发放，镇坪县人社局制定印发了《镇
坪县在建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 “三色”
预警管理办法》，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对
全县工程总造价在 300 万元以上且工
期大于 3 个月的在建项目， 实行 “蓝、
黄、红”三色预警管理。

预警积分规则细。 “三色”预警实行
积分制管理，积分满分为 100 分 ，对蓝
黄红“三色”设定积分区间，通过对在建
项目的八项制度及其他资料、陕西省农
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规范管理、

欠薪举报投诉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赋
分，按照“三色”积分区间实施预警，预
警解除后积分自动恢复。

预警督办方式严。 “三色”预警采取
月督办、季通报、年考核的督办方式，每
月对预警情况汇总研判一次；每季度对
预警情况通报一次；每年度对预警情况
考核一次。 预警产生后，向行业主管部
门及建设单位发出“三色”预警指令单，
按照蓝色、黄色、红色预警分别在规定
的工作日内处置完毕并反馈处理结果，
经治欠办确认后销号， 逾期未销号的，
县治欠办将挂牌督办。

预警结果运用实。 对 2 年内未发生

工资拖欠、未发生“三色”预警的在建项
目，企业授予“无拖欠诚信企业”称号，
企业诚信等级评定为 A 级，并按保证金
缴纳规定适当下调新承包工程项目的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对企业后
续招投标、贷款等予以支持；对在一个
年度内受到预警的在建项目，根据预警
次数对企业诚信等级进行评定，并在企
业后续招投标、贷款、政府资金补贴等
方面予以限制，按照保证金缴纳规定上
调保证金存储比例，对符合条件的纳入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金友 刘耀红）
为切实履行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管职
能，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提升产品质量
水平，6 月 22 日， 汉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执法人员到汉阳镇开展监督抽
检工作。

此次监督抽检根据 《2022 年重点
流通产品抽检计划》，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 结合辖区实际， 对群众关切度

高 、消费量大的成品油 、建筑用钢筋 、
复合肥料等重点产品进行了抽检。 在
抽检过程中， 执法人员对被抽检商品
相关的票证 、货源 、存货量 、销售量等
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 指导企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严
把产品质量关和源头关卡， 切实履行
市场主体责任， 严防假冒伪劣产品流

入市场。
截至目前，共对汉阳镇 5 家销售单

位进行了抽检， 监督抽检相关产品共 6
批次。 下一步，待抽检结果公布后，该局
将对抽查中不合格产品经营单位依法
查处，同时督促销售者做好相同批次不
合格商品的下架退市工作，切实维护市
场交易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走进石泉县迎丰镇红花坪村，1200
多亩林下魔芋茁壮成长，村民们正忙着
养殖畜禽、采桑养蚕。目之所及，村里处
处是产业兴旺的好光景、村民致富的好
“钱”景。

红花坪村位置偏远、 山大沟深，以
前， 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三留守”人
员越来越多，村里的撂荒地面积逐年增
长。

有了闲置土地、空闲劳动力，能不
能发展特色产业来增收？村民发展产业
多是自给自足、 自产自销、 量小利薄
……面对发展困境，根据东高西低的地
形特点和原有产业基础，红花坪村党支
部广泛调研， 先后多次召开支委会讨
论，最终决定主攻魔芋、蚕桑和畜禽养
殖三大产业。

发展思路明确了，怎么干？ 能不能
增收？ 村民心里都在打鼓。 相比传统的
畜禽养殖、蚕桑产业，魔芋生长周期长、
技术门槛高，但效益明显。 为打消群众
疑虑，红花坪村党支部先行先试，边探

索边发展。 2017 年， 村干部自行筹资
1000 元买来云南花魔芋进行试种 ，然
而因气温过高， 接下来两年效益并不
好。 2019 年，镇村两级多方联系，从云
雾山镇引进了“安魔 128”，依托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进行试种 ，2020
年取得明显效益。自此，“东部魔芋西部
桑，山间办有畜禽场”的产业格局初步
形成。

村集体经济发展产业获得了收益，
如何让村民获得产业红利？红花坪村走
上了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跟进的
发展之路。

红花坪村把产业发展纳入支部承
诺，上报镇党委并进行公示，由 3 名支
委委员分头推进三大产业。召开党员大
会，引导党员立足实际“认领”产业发展
任务，作出个人承诺进行晾晒，完成情
况实行半年晾晒、年终评比，并纳入党
员积分制管理。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走上了产
业发展“快车道”，全村 35 户大户共发

展魔芋 600 多亩，党员石德春就是其中
之一。 2021 年，他种了 52 亩魔芋，种芋
资金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垫付。

提起自家的产业， 石德春感慨颇
多：“胡书记常常讲，党员要带头发展产
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我签订了保底
价 2 元一斤的收购合同，平常还能到合
作社务工增收。 务农致富有盼头，这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 ”

红花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共发展
魔芋 600 亩 ， 今年销售了 1.1 万斤种
芋，纯利润约 10 万元，通过劳务用工带
动村民增收 6 万多元。 今年共育小蚕
500 张， 村内实现了小蚕共育全覆盖，
还可向全镇蚕农提供小蚕。

“合作社还计划育鸡苗 1.5 万只 ，
销售商品鸡超过 5000 只。”村党支部书
记胡养鑫站在轨道式养蚕机上，边给蚕
撒桑叶，边介绍说，“村集体经济预计今
年净收益超过 30 万元， 其中的 30%会
拿来给村民分红。 ”

每次想到家，就会不自觉地想到山
茶花。 它们盛开在田野上，摇曳在晚风
里，像是一朵流动的云霞散落在山坳深
处，青山傲骨被温柔地装扮 ，落日余晖
结出雪白的梦。

不过，它们也有过一段不受待见的
日子。 印象里，山茶花的生命力极为旺
盛， 贫瘠的山崖上随处可见它们的身
影，散落的茶籽很快就掩映成片 ，惹得
村民极为苦恼。 毕竟，这些低矮的灌木
长不出庄稼 ， 也长不出参天大树来卖
钱，任凭那些花儿多么香怜 ，根茎多么
粗壮，也走不进村民们的内心。

有时候我想， 也怪它们太过芬芳，
父亲种地的时候总说那香气太浓，惹得
头晕目眩 ，相比之下桂花 、兰花就 “聪

明”得多了，它们成了稀罕品，不少村民
四处寻访，种在房前屋后 ，谁家能有一
棵金桂，花开时节就是整个村子的 “焦
点”。

当“拓荒种粮”开始在家乡盛行，山
茶花逐年消减，山茶树的生命力也随之
下降。 散落的茶籽在土里，多半都会夭
折，即使破壳而出发了芽 ，一场雨过后
也常常打蔫枯萎，但没人会在意 ，只是
觉得土地宽广了，收成更多了。

直到退耕还林 、植树造林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村民
们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 钱袋子鼓
了，许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 ，土地再次
披上绿衣，成为茂密的丛林 ，但我依旧
很少看见山茶花的身影。

多年后搬到新家，父亲抱个花盆从
集市上跑回屋里，他兴高采烈地说：“你
们猜这是什么花？ ”花朵还没盛开，只是
嫩绿的芽苞 ， 母亲一眼便认出是山茶
花。

后来才知道村里开了花卉园，山茶
花更是成了“香饽饽”，它们在万物萧瑟
的秋季盛开，洁白高雅备受喜爱 ，几个
青年将山茶花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直
播走进广大网友的视野，许多人开始预
定花苗， 山茶花被装入精致的花盆，打
包寄往全国各地。 农忙之余，父亲也会
到花卉园打零工，除草施肥，分苗装盆，
他笑着说：“每天跟花打交道，神清气爽
还能挣钱。 ”

村里人也逐渐找到了一条种山茶

花的致富路，办起主题农家乐 ，打造婚
庆主题园 ， 一些城里人驱车到村里参
观。 白色山茶花象征天真无邪、完美的
爱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举办婚礼
的时候选择用山茶花装饰门架，将婚礼
选择在山茶花盛开的花卉园里，许下最
美的誓言。

有天回家，父亲突然和我说去老宅子
看看。 沿着曲折的山径，微风荡漾，青山上
泛起点点亮光，我指着说：“那是不是山茶
花？ ”他笑着说：“好看的还在后头呢。 ”绕
过山梁，就看到一片雪白的花海盛开在院
子东侧，茂密的叶子，发出簌簌的声响，点
滴往事掠过心间，父亲也不再讨厌那浓郁
的花香， 静静欣赏着夕阳余晖洒满花瓣，
为花朵缀上一抹红晕。

白 色 山 茶 花
■ 熊聆邑

工作之后 ，四处漂泊 ，后来定居在
一个小镇里，镇子离老家其实也只有二
三十公里的路程。 但因为要步行三四公
里山路，且大多是陡峭的上坡 ，很是难
走，所以近年来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了。 父母健在时，再忙，一两个月必须要
回去看望他们一次。 现在，父亲母亲都
已经逝去，老家虽然山水依旧 ，却只剩
下青少年的记忆。

我的老家小地名叫大庙沟。 之所以
叫大庙沟， 是因为另一边还有一条沟叫
小庙沟。虽然名为大庙沟，其实不足一平
方公里大小，居住着五、六户人家，20 多
口人，有 30 多亩地和上百亩林朳，当年
也算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地方。 前几年移
民搬迁，有的到了城里，有的到了镇里，
搬得最近的，也从山上搬到公路边上了。
整个大庙沟，就变得冷冷清清。

今年清明节，我和往年一样，买了火
纸香表，回老家祭祖。开了二十多分钟的
车到了水泥路的尽头，就开始步行。虽然
一直是坎坎坷坷的羊肠小道， 但毕竟是
年年都要走几回的路，自然熟悉不过。先

过一小沟，然后上坡。 可是，才走了两百
多米，前面的路便有些难以分辨了。分明
是年年走过的路，却长满了杂草刺藤，难
道是改道了？ 于是向另一侧看似能够通
行的小道走去。 然而，没走几步，前面却
变成了泥坑，压根无法通过。于是又折回
来，还是走原路吧，即使是刺架，也许还
是能钻过去的。一只手提着祭品，一只手
小心翼翼地拨开刺藤或树枝，猫着身子，
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爬行。 好在这段路只
有二三十米，过了这段路之后，便是三十
多米的田坎路。这原本是十几亩稻田，现
在早已荒芜多年， 田里长满了杂草和小
树。 田坎路，虽然只有一两尺宽，但以前
还可以骑自行车的， 现在也长满了上米

高的蒿子茅草， 走在上面， 一点也不踏
实，担心突然会钻出个长虫什么的，心里
一直忐忑着。

走完田坎路，上几步石坎，就到了山
脚下修建的缓坡路，有两百米左右。在以
前，这段路是比较容易行走的，可现在，
走着走着，要么遇上一堆塌方，要么从路
里面倒下几棵大树， 要么路中间横躺着
几个巨石……总之，不费一番周折，是很
难走过去的。

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的，上陡坡，三百
多米。 路的两边原先是上十亩薄壳地，二
十年前就全部栽了杉树，树已成林，好几
丈高，密麻麻一片。 路从树林子中间穿过。
同样的，以往年年走过的路，现在同样长

满了杂草，空中还布满了蜘蛛网，我只好
折一根树枝不停地刷， 否则就网在了脸
上。 大集体的时候，我肩挑上百斤粮食上
这面坡时，中间也只歇一次，十几分钟也
就把坡上完了，而这次手上仅仅提了不到
10 斤的物件，就把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
吁吁，消耗了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祭完祖，返回的路上，遇到几个同样
回老家祭祖的熟人， 他们也都是五六十
岁的人，就聊了聊彼此家庭近况，住在哪
里，孩子都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然后我就
提到回老家的路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互相就发起了感慨：如今啊，都搬迁了，
除了回老家上坟、祭祖，谁还回老家啊。
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有几
个年轻人回老家呢？再过几年，恐怕没有
几个记得老家的路了。

是啊，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人们
真的会忘记老家的路吗？也许那时候，已
经没有回老家的路了。但是，无论世事怎
样变化，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老家的路即
使再艰难， 我也要走， 因为那里是我的
根，是我的魂，是我的念想。

忙着工作，忙着生活。 不经意间，姥姥已经离开我
们许久了。可不知为何，这样的离开与我而言似乎并不
明显,我总感觉，姥姥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每
想起的总是她在医院病床上打着点滴的样子， 或是在
家里藤条椅上躺着打盹的神态。 只是无论这样的感觉
明显或是不明显， 姥姥的离开其实早已成为一个不可
逆转的事实。如今回去，那个属于她的专属位置早已空
空如也，那一声“姥姥”叫出口后也再无回应。

记得那次我回家还跟姥姥讲，让她好好吃饭，安心
养病， 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带她出去玩儿。 她听后点点
头，笑呵呵地答应了。可现在，我的生日还未到，她却已
撒手人寰，离我而去，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不舍。

二十六年前，我呱呱坠地，降临于世，那一年姥姥
刚满六十岁。 那时候，父母都在乡镇工作，成天走村入
户，忙于公务，根本无暇顾及我，只好将我送到城里姥
姥家，请她帮忙照看。 记忆中，姥姥慈眉善目、和蔼可
亲，为人正直、处世公道，无论住在哪儿，都与邻为善，
和睦相处。 对儿女关心慈爱、体贴入微，对我也是轻言
细语、和颜悦色，生活上更是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虽然
随着时间流逝， 姥姥疼我爱我的许多细节现在都已无
法记起， 但是那些烙在我脑海深处、 偶尔还闪过的画
面，却总是透露着姥姥对我的浓浓爱意。她或是一只手
抱着我，一只手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或是每天早上帮
我穿衣洗漱，给我做可口的早餐；或是闲暇时带我出去
爬山游玩，给我采摘各种好看的野花……记得有一次，
我无意间翻看家人相册时， 看到了好几张我小时候的
照片，照片里的我穿得笨拙厚重，肚子上还鼓着一个大
包。 我不解地问妈妈：“为啥我那时候穿得那么难看
呀！”妈妈便笑着跟我讲：“还不是你姥姥心疼你呀，怕你受冻着凉，生病遭罪。”妈
妈告诉我，我小时候体质差，总爱得病，那时她一带我，我就会发烧感冒，虽然也
去看了医生，但总不见好转，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把我送到姥姥家。 说也奇怪，每
次只要我一回来，住不了几天，病就全好了，人也一下子精神了。尽管家人都说是
城里医生会看病，开的药管用，但我知道这与姥姥的精心照顾分不开的。所以，对
我来说，姥姥是有恩于我的人，是我至亲至爱的人，也是和我感情最深最厚的人。
尽管儿时的许多记忆早已模糊得不再记得，但无论记忆多么模糊，姥姥对我的爱
是永远不会模糊的，我对姥姥的情感更是永远不会模糊的。

正因如此，姥姥走后，我失魂落魄了很久，也伤心难过了很久。一想到姥姥生
前对我的万般照顾和疼爱，一想到从此将和她阴阳两隔，不能相见，我便心如刀
绞，泪如雨流。因为自打我懂事到现在，姥姥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特别是和她朝夕
相处的日子里，她就是我的依靠和全部，她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所以我对
姥姥的情感里有感恩、有不舍、有愧疚，亦有后悔。感恩的是她对我从小到大无微
不至的照顾，不舍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挽留她的离开，愧疚的是在她的弥留之
际我未能全程陪护在她的身边， 后悔的是还有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只能沦为泡
影。我曾想着，我结婚的时候姥姥一定要在婚礼现场；我曾想着，等她出院了要带
她去看一场 3D 的电影； 我曾想着， 等我买了大房子一定要接她去我家住上几
天；我曾想着，等我学会开车了要带着她出去兜兜风……只是现在，结婚的时候
她一定不会出现在婚礼现场了；只是现在，她还没熬到出院就离开了我们；只是
现在，就算我买了大房子姥姥也不可能再去了；只是现在，就算我拿到了驾照也
没机会再载着她四处转悠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人生总是那么不圆满，总会
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遗憾，而有些遗憾，一旦有了便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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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开展流通领域产品监督抽检

平利城关：严出硬作风
通讯员 柏驰 邓玉松

镇坪推行在建项目预警管理

支 部 引 领 产 业 兴
通讯员 汤珊珊

6 月 27 日，安康城区
黄沟路和汉江东路路口 ，
交管部门已经给这里加装
了隔离护栏， 交通状况明
显改善。 （本报于 6 月 22
日对这里交通违规行为进
行了曝光。 ）

记者 潘润生 摄

6 月 27 日，安康城区金州
南路报社巷违规停车。

记者 张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