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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
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
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958 年 6 月
7 日，雷锋在老家湖南团山湖农场工
作， 不到 18 岁的他在日记本上写下
了这样一段话。几十年过去了，“雷锋
精神”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代人。

在如今恒口的街道、社区、村组、
医院等地方， 身穿红色马甲的青年志
愿者，就是新时代“雷锋精神”的最好
传承。 这一抹志愿者的红色，是城市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是“雷锋精神”与城
市文明融合的典范。

“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正如城市
文明的创建永远在路上。 近年来，恒
口示范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全面
提升群众文明素质。

2022 年， 为有效解决老城区设
施不健全、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
问题，示范区全面开展老城区疏解绿
化改造提升工程， 将老城区 10 处公
产进行“退公还民”，改建为有 500 多
个车位的停车场，并健全公厕、口袋
公园、菜市场等功能区域，修建恒口
印象文化广场，对中心大街及城市内
部砂石路面进行全新改造，实施强弱
电入地、雨污水分离管网改造，同步
实施 58 个补短板项目， 总计投入资
金近 2.5 亿元，从根本上提升恒口城
市品位。

城市文明在“面子”更在“里子”。
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我们更
需要高素质的居民一同呵护。恒口宣
传先后发布了《恒口，用文明唤醒一
座城》《恒口示范区：向 200 条不文明
行为宣战》《愿文明， 直抵你心灵深
处》《严重谴责！这些不文明行为要不
得》《点赞！ 小围挡变身文明墙》等系
列文章，我们期盼一个文明的城市崛

起，号召每一个文明的市民，用平时的点滴文明行为，撑起
城市的一片文明天空。

作为城市的“基础细胞”，每一个“你”都应主动将学习
“雷锋精神”与城市的文明创建结合起来，从自身做起、从
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学雷锋学的是什么？ 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
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
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清晨十字路口的执勤交警、志愿者，活跃在社区的“红
马甲”，各行各业的创业者……进入新时代，一大批在“雷
锋精神”感召下的先锋志愿者在恒口新区的发展浪潮中大
显身手。

我们期盼人人都能弯腰行动，爱惜清洁工人的劳动成
果；我们期盼“车让人”成为一种自觉，处处可见；我们期盼
在社区、村落、街头巷尾见到更多“雷锋”身体力行，我们期
盼“请”“谢谢”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

文明可以唤醒一座城，文明可以温暖一座城，让雷锋
精神与城市文明同行，让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 城市文明
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文明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我们苦苦追寻的诗与远方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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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博物馆 大山里的“时光机”
记者 陈楚珺

松河口是紫阳县境内的一个小码头，前临汉江，后有小河名叫松河，于此注入汉
江，故小地名为松河口。 历经撤区并乡、撤乡并镇两轮行政区划调整，松河口现隶属于
紫阳县焕古镇。

在紫阳县内交通主要依靠汉江水运的时代，松河口属松溪乡驻地，于每日里往返
汉王城和紫阳县的客运班船而言，松河口是必须停靠的码头。 上下船大多是乡政府前
往区公所和县城公干的乡政府干部，也有经济条件稍好的赶场村民。 经济条件拮据的
村民，大多坐渡船过河，再步行几十公里山路进城。同时，松河口也是当时田河、松溪两
个乡商品货物的集散地。 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通过水运到达松河口，再通过人力运送
到各转运站、分销店。村里的山货由供销社设在各地的收购站统一收购，再通过松河口
码头由货运船运送到县城外销。

时过境迁，随着安康水库蓄水、瀛湖生态环境的提升，以及交通方式、通讯条件的
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在春日的暖阳里，在绿水青山畔，
昔日水码头周边的人们，更加悠闲、自在。

陈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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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初级中学的农耕文化课堂

石磨文化园内学生们正在自习

金寨镇乡村博物馆收藏的藏诗锁

一大早， 旬阳市金寨镇的陈从琴家中就来了几位
“远客”。

“这门手艺需要经年累月学习和练习， 现在年轻人
耐不住这个性子，传承也成了问题。 还好有金寨镇乡村
博物馆这个展示平台，能让更多人了解张河接骨。 ”陈从
琴一面为患者推拿，一面感慨。

仲春的朝阳照进客厅， 洒在墙上各式各样的锦旗
上，有的锦旗颜色鲜艳，有的已经暗沉。 30 年前，陈从琴
和爱人从公公婆婆手上接下“张河接骨”的手艺。 如今张
河传统接骨技艺被列入安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女儿却进入公职人员的队列，作为非遗传承人，自
己这门手艺该传给谁？ 这几年，陈从琴尤为操心这个问
题。 而今年，陈从琴已经 60 岁了。

传承与庇佑

沿着陈从琴家门前的公路驱车十来分钟，就可在路
边看到金寨镇乡村博物馆。 步入馆内，映入眼帘的便是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全省农村移风
易俗工作先进镇”等金字招牌。

转入内间，是镇史溯源板块，大事纪要展板条理清
晰，各类农耕用具散布各处。 其中一个玻璃展柜格外显
眼，展柜中一摞青花瓷碟碗痕迹斑驳，一把藏诗锁静静
躺在一旁。 只见横式的圆柱体铜锁有 5 个拨轮，上面共
有 20 个行书汉字，连读起来正是唐诗《悯农》，铜锁表层
有重度磨痕，但字迹依旧清晰，锁的两侧均铸成狮子头
状。 “想打开这把锁先得有文化、会识字，还得知道语句
特有的顺序。 ”据这件铜锁的捐赠者梁延介绍，这把密码
锁是原属于金寨一家大户，是祖传的物件儿。

旁边的展柜中，则是纸质的和铜制的钱币。 “这张
票号为正鸿发的银票，是民国九年的。 是金寨一位老
前辈祖传下来的 ， 一直夹在书里 。 二十年前我出了
1000 元跟人家换过来的。”在梁延齐看来，这张银票对
金寨本地的文化传承和历史研究有一定价值，如果为
了赚点钱就转手就是“暴殄天物 ”，所以尽管后来有人
出价不菲，他也果断拒绝再转手。 但当他得知金寨要
修建乡村博物馆时， 梁延齐却主动联系到工作人员，
捐出了自己好几件藏品，其中就包括这张旬阳境内目
前年代最早的银票。

据金寨镇党委副书记王定海介绍，金寨乡村博物馆
于 2022 年 5 月正式开馆，分为镇史溯源、乡风醇和、时
代新风、点睛未来这四个模块。 “镇史溯源的老物件可以
帮助群众了解金寨的历史文化发展，乡风醇和模块展示
了金寨的‘非遗高地’，不仅介绍了张河接骨，还展示了

陈氏中药治胃病和旬阳手工粉条这两项非遗技艺。 ”王
定海补充道。

动态且鲜活

在金寨镇乡村博物馆，不仅有本地的“老物件”，也
有来自外地的藏品。 里间的墙上挂着一把卧佛造型的算
盘，算盘上的金漆色泽华美，檀木的算珠光滑圆润，背面
还有“乔家账房”四个金漆大字。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件
由金寨本土企业家捐赠的算盘是乔家大院后人的信物，
年代可追溯至清末民初，是山西省侨商联合会会长来陕
友好访问时所捐赠，几经流转，最终安家金寨，成为了金
寨人创新奋发的见证。

“2022 年 6 月， 场地就绪后开始筹备博物馆布展工
作。 先是开部署动员会，安排各村收集展品，后来就是点
对点，联系民间的收藏爱好人士，和他们协商。 结果很多
人听说缘由后都是免费把东西送了过来。 ”王定海说，最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布展阶段，一位住在周边的老奶奶看
见工作人员在搬展品便上前询问，得知是在筹备乡村博
物馆，老奶奶转身回家取来了两枚铜币，无偿捐献给了
博物馆。

安康市委组织部派驻金寨镇寨河社区第一书记邹
奇全程参与了筹备工作，在他看来，金寨镇乡村博物馆
既是凝聚乡情民心的纽带， 又是带动产业发展的平台。
相比村史馆的静态粗线条叙事，乡村博物馆更像是不同
年代的全家福，是鲜活的、动态的。 “我们在馆内展示了
当地的农耕用具，开设了非遗体验区，编制了丰富多彩
的课程，开发了针对青少年的研学游路线。 游客在近距
离感受乡村文化的同时，还可以体验石磨、针灸、推拿、
纺织等当地非遗项目。 体验式消费能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还能为年轻人提供留在当地发展的机会。 ”邹奇说。

“乡村博物馆是留住乡村历史文化记忆， 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能充分展现乡村本土传统文化的
特色和吸引力，教育引导当地群众增强文化自信，提升
文化素养，培育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治理，促进文旅融
合，推动文化振兴。 ”金寨镇党委书记任兴斌也颇有感
触。

路径和风向

不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乡村博物馆这台“时光机”
也承载着金寨的未来。

“这一面墙展示了村规民约、 家风典范和评选出的
‘新民风十星级文明户’。 这是金寨历届优秀大学生名

录，你们的名牌也有机会陈列在这里……”在近日的实
践活动课中，金寨初级中学的同学们一面认真学习学姐
“北大才女”张天旭的事迹，一面感叹着近年来家乡的变
化之大。

作为有益的实践补充，金寨初级中学在校园内同步
打造了乡村文化阵地。

“首先是我们的石磨文化园。 这里所有的石磨都是
学生家长捐赠的， 我们的老师上门一个一个往回拉，有
些放石磨的地方不能通车，我们就肩挑背扛。 ”金寨初级
中学校长徐强回忆说。

漫步在石磨文化园， 有石磨砌成的二十四节气展
板，有石磨围成的桌椅，还有石磨垒成的路沿。 “实用性
和美观性兼备，让孩子们在读书和就餐的过程中体会到
了稼穑之苦，学习到了农耕文化。 ”徐强补充道。

绕过教学楼，便是农耕体验馆。 织布机上，阳光在丝
线上跳跃，凿子、斧头、石磨、石臼、墨斗陈列整齐。 每周
劳动实践课上，当地手艺人教学生如何让这些老物件动
起来，而重新焕发光彩的老物件、总也安静不下来的课
堂，正是徐强引以为傲的事情。

“这个是方米升，还有圆米升，是计量米的工具。 ”徐
强一一介绍展品。 “我们是国家足球校园，安康市诗词校
园。 金寨历来重视教育，学校不仅有专项资金支持，还有
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 ”在他看来，现在的孩子物质上要
“享福”得多。 但近年来徐强发现，孩子们某些方面能力
的缺失却越来越明显。 “小时候穷，借米是常有的事，但
父母还是会教育我们，借的时候借一平升，还要还一满
升。 现在我们通过老物件的活化利用，把抽象的东西具
体化，让孩子们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也传承传统美德。
让孩子们感受到，乡村美美在景，也美在人心。 ”徐强补
充说。

在徐强看来， 现在很多学生韭菜麦苗都分不清，这
背后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因为作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他们能建设好乡村的前提，一定是了解乡村，热爱
乡村。 “振兴要从娃娃抓起嘛。 ”徐强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