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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 汉滨区五里镇冉砭村
200 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
初秋的稻田已是金黄一片，稻农们
手中镰刀飞舞、 脸上笑意盎然，阵
阵轰鸣的脱粒机吞食着刚刚割下
的水稻，一派“镰到丰收田野忙”的
好“丰”景呈现在乡野间。

“为提高收割脱粒效率，我们采
用电力脱粒机， 全力保障收割下来
的稻谷能够及时脱粒归仓， 今年水
稻长势好，稻穗儿大、谷粒饱满，估
计亩产千斤以上没问题！ ”冉砭村党
支部副书记罗长来一边割稻谷一边
笑容满面地说：“这几年， 镇村两级
都特别重视粮食生产， 连续几届的
插秧节搞得也挺好， 把全村老百姓
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了。 ”
据了解， 冉砭村今年共种植水

稻 200 余亩，水稻生长期间，五里镇
农技部门积极对接区农技专家进行
技术指导，灌溉、施肥、锄草、防治病
虫害、防倒伏，各个环节均做到精细
化科学管理，年产量有望突破 20 万
斤。

“近年来，五里镇始终把粮食安
全生产放在农业生产的第一位，结
合镇域情况， 重点在北山几个村建
立粮油生产基地，通过统筹规划、夯
实田长制责任、给予资金奖补、筹办
插秧节示范带动等行之有效的措
施，夯实安全责任，抓好粮食安全，
守护百姓的‘粮袋子’。 ”五里镇党委
书记晏荣军说。

白露过后，暄气初消。 走进位于汉
阴县城以北 27 公里的铁佛寺镇， 在微
风轻拂下，田野山间满目葱茏；在暮色
浸染下，天边晚霞五彩斑斓；在晴空映
照下，中河流水碧波荡漾，一派山青、天
蓝、水绿的秋日胜景尽入眼底。

优美风景的背后，是良好生态的基
础铺垫，更是铁佛寺镇坚定践行生态文
明理念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铁佛寺镇
以构筑稳固生态屏障为目标，紧紧扭住
大气、水质、土壤三项指标，持续深化污
染防治攻坚提标升级行动，聚力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面提升生
态环境保护水平，让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美景永驻，1.4 万父老乡亲真切感受
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一片蓝天装点四季

“还是老家的空气清新， 抬头就是
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就是风景。 ”已搬离
铁佛寺镇的社区居民汪毅对老家的空
气质量连声称赞。 原来，汪毅一家老小
5 口人，前些年因工作需要已在汉阴县
城安家落户， 老宅只有父母常年居住。
但妻子女儿都对老家的宜居生态充满
向往，每逢周末汪毅就会回老家休闲度
假，乐享大山深处的天然氧吧。

现如今，铁佛寺镇优良的空气质量
不仅成为吸引游子回归的重要因素，更
是秀美生态的标配元素。 “本就坐拥绿
水青山，保护生态具有先天优势，理应
在大气污染防治上先行一步、 更上层
楼。 ”该镇分管生态环保工作的负责人
蒋瑞雪掷地有声地说道。

为确保大气质量稳居全县领先位
次，该镇结合山区特点，在全镇梯次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禁烧取得显著成
效 ； 在镇内依法取缔散煤销售网点 2
个、烟花爆竹销售网点 3 个，集镇街道

全面取消散煤使用、全面禁止烟花爆竹
燃放；指导境内 7 家餐饮单位统一安装
油烟净化设备， 餐饮油烟得到有效遏
制；对辖区所有在建工地和渣土运输车
辆采取湿法作业、物料围挡、密闭运输
等措施，从源头消除扬尘污染源。 在防
控措施的层层加持下，今年以来 ，该镇
未出现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以上。

一泓清水润泽百姓

迎着初秋的晨曦， 双喜村党支部
书记、 村级河长蒋达军开始了新一天
的巡河。 他告诉笔者，这几年镇上在改
善河流水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除要
求镇村两级河长定期巡河外， 还在硬
件配套上提升了集镇污水处理厂日处

理能力， 穿境而过的中河常年清澈见
底 ，干支流 、上下游 、左右岸皆是一幅
水清、岸绿、景美的锦绣画卷。

蒋达军所说的中河流经铁佛寺镇
全境，大小支流近 10 条，惠泽沿线 9 个
村万余人口，素有全镇“母亲河”之称。

近几年，该镇牢固树立“因水而生、
靠水而兴”的发展理念，坚持一体推动
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
水环境治理，中河流域断面水质稳定达
到国家Ⅱ类标准。 特别是在水生态保护
和水环境治理方面，该镇一手抓以河长
制为主体的责任落实，统筹整合全镇 24
名两级河长、6 名辖区民警、47 名志愿
者，形成“河长+警长+志愿者+X”的巡
河护河责任体系；一手抓以水污染防治
为主要内容的措施落地，深入开展河湖
“清四乱”行动，定期组织河道废弃物、

漂浮物打捞清理，紧盯 3 处入河排污口
开展排查整治，全镇农村生活污水直排
和农业面源污染基本消除，流经镇域 30
余公里的干支流实现全流域、 全方位、
全时段巡防管护。

一座青山护佑发展

千峰竞秀，群山横亘。 这是对铁佛
寺镇地势分布的抽象概括，更是对全镇
静美生态的形象描述。 丰富的山林资源
是该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本钱 ，在
“两山论”的引领下，全镇上下始终秉持
“生态优先、保护至上”的理念，以山林、
土壤大保护厚植绿色发展新优势。

葛贤贵是铁佛寺镇合一村的生态
护林员，按照村上安排，他负责全镇主
峰素珠岭的日常巡山。 据葛贤贵介绍，
镇村两级对林地资源的监管非常严格，
老百姓也养成了行动自觉，他所负责的
林区已连续 3 年未发生乱砍滥伐行为。

葛贤贵的经验之谈，也是铁佛寺镇
以高压态势推进秦岭生态环保的一个
缩影。 近两年，该镇认真落实“林长制”
“田长制”，通过源头控制、农艺调控、土
壤改良和植树造绿等措施， 加快推进 2
座尾矿库和 1 座非煤矿山生态治理修
复，严肃整治秦岭“五乱”问题 5 个，全
面实施农用地分类和建设用地准入环
境管理，合力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一个宁静、和谐
的山林空间已然形成，一个干净、安全
的土壤环境持续巩固，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良
好生态环境的衬托下，铁佛寺镇正以发
展山林经济的豪迈气魄，积极打造生态
资源变现的绿色增长点，走出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子，生态优势源
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胜势。

站在位于岚皋县官元镇龙板营村的观景平台上，
放眼望去，夏末秋初的古梯田如一片绿海，到处迸发
着生机蓬勃的力量。

近年来，龙板营村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
村域内古梯田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探索新思路。

跑出农旅融合加速度

连接龙板营村和古家村全长 2.6 公里的观光步
道，俯瞰而去，仿佛一条长龙，静静地盘卧在层层叠叠
的古梯田里。

去年以来，龙板营村按照镇党委政府打造“三古
逸境·秀美官元”特色旅游品牌要求，紧抓田间休闲步
道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属地优势，加大协调力度，为项
目建设提供保障。

“这个步道是用青石板铺设的， 并且是依着地势
而修，看起来很漂亮很有特色，沿着它走一圈，感觉心
情都舒畅了许多。 ”一位初次到村旅游的张先生表示。

建设田间休闲步道， 是龙板营村建立 “党建+旅
游”模式，推进农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 该项目的建
成，不仅能为广大游客置身梯田里、享受好风光提供
便利条件，也能为周围村民锻炼身体、游玩娱乐提供
好去处。

下好融合发展先手棋

“嘎嘎嘎……”走在龙板营村田间休闲步道上，很
容易被阵阵鸭叫声所吸引。

据悉，今年龙板营村积极响应党中央“产业”“生
态”协同发展的号召，鼓励部分农户在自家稻田搭建
起鸭舍，用上“稻鸭农法”，通过此举减少养殖成本，提高水稻产量。 据介
绍，稻、鸭“种养”相结合的生态模式，旨在利用鸭子旺盛的杂食性和不间
断的活动，吃掉稻田里的杂草、害虫，同时按摩、疏松土壤，达到保护与刺
激水稻生长的作用。

有了村干部的有力指导和帮助， 稻田鸭养殖户慢慢地摸索到门路，总
结出科学方法，看到了鸭子长得肥、稻子长得好的实际效果，养殖户不断增
多。 村上还协助养殖户出售鸭子、咸鸭蛋，让村民们养的安心、养的放心。

2022 年，龙板营村按照产业“一村一策”提升计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村集体经济为岚皋县精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入资金 50 万元，用于新建厂房发展养猪产业，目前已实现分红。

奏出产业提质最强音

9 月上旬，走进古梯田，沉甸甸的稻子昂首挺胸，像一位位意气风发
的少年郎。

在过去，龙板营村古梯田里种植的水稻品种很常见，种子的品质也
不高，村民为了追求水稻的短周期、高产量，大多使用工业肥料，从而导
致产出的大米口感、营养价值都不如人意。

今年年初，龙板营村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次讨论，反复研
究，决定围绕岚皋县“硒业兴县”发展战略，树立“绿色、有机、富硒、健康”
发展理念，以驻村工作队“一亩实践田”为基础，结合村里流转的 10 多亩
土地，尝试种植中高端水稻品种，全部施用有机肥，力争探索出一条既要
产量又要销量，既要口感又要安全的水稻产业发展路径。

“虽然是第一次尝试种植新品种，但是从种子的选择、育苗，再到找
人栽秧，包括后面去猪场拉肥料，都是我亲自参与的，所以我对今年的水
稻很有信心。 ”龙板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支术表示。

下一步，龙板营村将加强对有机富硒水稻的管护，提前谋划产品包
装、产品宣传、产品销售，探索高效农业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的有效途径，
让古梯田里长出的金粒粒既装进村民的粮袋子，也装进村民的钱袋子。

古梯田连成片，田间步道嵌其间；古梯田连成线，稻田养鸭新发现；
古梯田连上天，富硒大米味道鲜。 如今，龙板营村的古梯田不仅成为老百
姓赖以生存的“粮食田”，也成了游客眼中的“幸福田”，更是村民口中的
“致富田”。

碧 水 蓝 天 绘 就 生 态 画 卷
通讯员 唐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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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割好“丰”景
通讯员 党康宁 张盼 胡旋近年来，汉滨区建民街道以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为目标，坚持塑形与铸
魂并重， 努力提升村民的精神风貌，奋
力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漫开文明之
花。

移风易俗树新风

“我承诺 ：不借升学之名举办 ‘升
学宴 ’， 不化整为零 、变相操办 ‘升学
宴’， 不接受亲属以外人员的礼金、礼
品……”近日，在建民街道八树梁村村
委会活动室，6 名准大学新生在该村为
其举办的集体升学礼暨捐资助学仪式
上宣誓 ，并与村委会签订了 “不办 ‘升
学宴’承诺书”。 用实际行动抵制歪风
邪气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升学季 ”
风气。

帮扶部门汉滨区红十字会主要负
责人及爱心人士、 办事处联村领导、驻
村“四支力量”、当地主流媒体、部分党
员代表和村“两委”班子全员到场，为学
子们举办了一个简约而又隆重的集体
升学礼和捐赠仪式，用“走心仪式”代替
“酒席喧嚣”，用“共同见证”代替“迎来
送往”，用“爱心资助”代替“份子钱”，让
学生和家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

“弘扬文明新风需要从点滴做起，
提升群众的文明素养需要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 ”该村支部书记张树红介绍，近
年来， 八树梁村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
村民评议会、村规民约等作用，在举办
集体升学礼、为老人集体过寿宴、倡导
“丧事简办、喜事新办”等方式推行移风

易俗，取得了较好成效。

扮靓家园“沐春风”

“道路变宽了， 特别是下雨天开车
心里踏实多了。 ”八树梁村二组村民鲁
信勇长期跑车，以前遇到下雨天，一到
晚上就发愁。 道路两边杂草丛生，导致
原本近 3.5 米宽的车道最窄处缩窄至 2
米多宽,不仅影响了原有的道路环境,还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通过组织公益岗、驻村“四支力量”
和党员群众开展主题党日、新时代文明
实践、校园“小手拉大手”等活动，集中
进行道路边沟清理、 乱搭乱建拆除、宣
传标语和乱贴乱画清除。 同时，激活人
居环境整治常态化机制，通过“红黄”流
动旗、门前“三包”“二五”工作法、“头三
尾三” 工作机制彻底扭转人居环境面
貌，生活污水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村容
村貌有了明显提升，“生态安康、幸福安
康”的成色更足。

八树梁村蓼叶沟脱贫户李茂安从
外务工回来，手里有些积蓄，还买了小
汽车，将几年来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收拾
一新。 杂乱的场棚改建成了车棚，坑洼
泥泞的边沟变得平整了，房前屋后的垃
圾场变成了花坛和菜园子， 远远望去，
形成了“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的美
丽图景，一副宜居宜业的和美庄园入画
而来。

“有了物质基础， 许多返乡人员有
了更高的精神追求，自觉开展‘房屋清
洁行动’，注重绿化美化亮化，类似李茂

安户的人还有不少。 ”负责八树梁村人
居环境的村委会副主任张全平说道。

阵地典型“已成风”

“实施人工呼吸的时候， 应将患者
的嘴唇完全包裹住，向患者的口内深吹
气，当胸廓明显隆起的时候表明吹气成
功。 ”

日前，在建民街道八树梁村村委会
活动室，汉滨区红十字会驻村工作队开
展了一次心肺复苏培训，第一书记就心
肺复苏（CPR）流程、操作要领、注意事
项向观众进行讲解，并用模拟人进行演
练， 现场的党员干部群众听得格外认
真，纷纷踊跃尝试操作演练。

近年来，建民街道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三共”工作机制为抓手，建成各村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发挥驻村“四支队
伍”、网格员和党员干部作用，组建辖区
志愿服务队，围着村民转，带着村民干，
开展科普知识宣讲、 人居环境整治、邻
里纠纷化解、党的政策宣讲等，及时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事，用心做实“协办”
“代办”“帮办”事。

“为表彰先进、激励斗志，经支部酝
酿、驻村四支力量商议，决定对鲁信荣
等 2 名优秀共产党员及人居环境示范
户、最美公益岗 、好婆婆 、好媳妇共 10
人予以表彰奖励。 ”今年 6 月 27 日，在
八树梁村建党 102 周年庆“七一”表彰
大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张树红宣读表彰
决定。 用身边的先进典型和鲜活事迹宣
扬孝、真、善、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

边事激励身边人，潜移默化营造人心向
善的良好氛围，不断引领建民街道农村
文明风尚。

爱心互助好民风

“下次有啥需要的，一定要给我说一
声。 ”该村创业成功人士陈洪伟在得知村
上开展的捐资助学活动后 “心有不甘”地
说道。 80 后的陈洪伟， 不仅自己捐钱捐
物， 还组织其他爱心人士参加公益活动。
除了在本村本镇捐赠，还先后在汉滨区早
阳、瀛湖、大河、大竹园等镇开展爱心捐赠
活动，筹集款物 20余万元，成了远近有名
的“公益达人”，被当地政府评为“最美公
益人”。

疫情期间，他还奔赴各个卡点捐赠
防疫物资、开展贫困大学生资助、走访
慰问孤寡老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陈洪伟的影子，前不久还为本村安排
采购价值近 1 万元的办公桌椅，用来改
善村部办公条件。

“陈洪伟只是建民街道广大爱心人
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全办广大爱心人
士积极投身全办的公益事业， 为家乡奉
献爱心，赢得社会广泛赞誉。 为了弘扬这
种文明风尚，我们今年评选了 10 名‘最
美公益人’，引导和鼓励更多的身边人参
与进来。 ”建民街道办事处主任邓相军说
道，“刚刚我们又组织开展了 ‘助力乡村
振兴·共建幸福家园’一日捐活动，全办
党员干部、各经营主体、能人大户和广大
群众纷纷响应， 在全办上下逐渐形成邻
里互助、爱心奉献的文明之风。 ”

本报讯（通讯员 汪海玉）近日，由安康汉
调二黄研究院原创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大
型汉调二黄现代戏， 陕西省重大文艺精品工
程 《激战牛蹄岭》 在安康汉江大剧院震撼首
映。

“《激战牛蹄岭》这个戏，是我院历时两年
时间创作的，2022 年获得陕西省重大文化精
品扶持项目， 入围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参评
剧目。该剧以讲述红色故事，讴歌革命先烈为
主题，缅怀 1259 名英烈，慰藉 1057 名无名忠

魂，有着激励吾辈、启迪后代的意义。”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袁小龙介绍说。

据悉，该剧根据牛蹄岭战役改编，
以烈士孟俊岐为人物原型，讲述 1949
年解放战争时期， 为配合第二野战军
完成“大迁回 、大包围 、打包抄 、再回
打”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实现牵制
滞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的作战意
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在安康
牛蹄岭与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开展的一
场持续 40 余小时的激烈战役。

“本剧在创作初期十分困难，因要
争取到扶持项目， 在准备构思还不是
太充分的情况下开始起笔创作。 好在
有单位和各界关心关注本剧创作的人
士支持，集思广益，使我萌发了很多创
作灵感，最终经过八稿提升后，顺利将
本剧搬上舞台。”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编剧张浩说。

剧中角色生旦净末丑俱全， 武打
设计原汁原味， 保留了汉剧打戏的精
彩，现场效果震撼，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 同时，该剧保持高水准原创词曲，剧中
大胆尝试，将安康汉调二黄唱腔、配乐与现代
音乐、朗诵、手风琴等元素完美融合，营造了
战地上革命先辈的血色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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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文明种 漫开文明花
通讯员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