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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域纵横

奔涌不息的滔滔汉江，诉说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清澈恬静的悠悠蜀水，孕育着一方润土勃勃待发。 从宏伟构想到战略规划，从村镇共
富到景村共融，从点上开花到全面出彩，今日蜀河之美，美在山水而不止于山水。

漫步古镇，青砖黛瓦依水而立、塘堤荷韵花香满庭、汉调二黄随风入耳、风光旖旎诗美秀丽……近年来，旬阳市蜀河镇以党的建设为
根、以人居环境打底、以历史文化提质，一幅“组织阵地同建落地落实、思想道德同向入脑入心、文旅康养同举有声有色、生态环境同治见行
见效、雕古塑今同行走深走细”的红色、绿色、金色“蜀河答卷”渐次铺展，先后荣获了“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镇”等荣誉称号 30 多项。

蜀河镇：“三色”出新，和美出彩
通讯员 秦荣涛

蜀河镇下辖 23 个村 ，30 个党支部 ， 党员 1243
人。 通过深入推进以“支部班子强、支书能力强、党员
作用好”为内涵的“两强一好”示范体系建设，抓牢抓
实了党建 “牛鼻子 ”，为建设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过
硬、作风过硬的蜀河“铁军”提供了有力支撑。 立足
“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紧扣“学习
科学理论、宣讲政策方针、培育主流价值、活跃文化
生活、推进移风易俗”五大任务，开办“主题课堂、网
络课堂、田间课堂、实践课堂、流动课堂”五大讲堂，
搭建起“思想洗礼、精神补钙”的有效平台，引导党员
干部在制度化教育学习中有能力扛大梁、 有魄力当
标杆、有活力冲在前。

为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模范先锋作用， 全镇将
“纾困解难、政策宣传、安全生产”等中心工作与“五

个群众”行动相结合，立足“一张网络、一套模式”，组
织干部下沉 154 个组、376 个网格进万家门、 知万家
情、解万家愁，建立起纵向深入、横向协同、全面覆盖
的镇、村、组、网格四级服务机制。通过“院坝会”“板凳
会 ”“田间党建 ”“楼间党建 ” 等形式深入千家万户
1813 次，看“灶头”暖心服务、看“手头”贴心服务、看
“盼头”热心服务，做到心中有“数”，自下而上摸清群
众发展需求，做到心中有“术”，上下联动破解民生堵
点短板，让每一名党员干部像旗帜一样，凝聚起全村
合力，为和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在党组织引导把向的同时，充分发挥乡贤“德高、
人熟、事清、家门近”的优势，持续凸显其在乡村治理
中的主体作用。乡贤理事会、群众说事室、红白理事协
会、 人大代表海朋菊工作室等一批社会组织相继成

立，“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道德评议规范化工作体
系逐步构建，有效推动了矛盾纠纷见之未萌、化之未
发、止之未讼，化解了邻里纠纷 63 件。在此基础上，蜀
河镇常态化、分梯次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
婆婆”等评比活动，涌现出省级道德模范陈进珍、“安
康好人”黄明平、旬阳市道德模范海朋菊等一批先进
典型人物，真正实现了以乡贤感召力推动孝老敬亲不
缺位、移风易俗有进展、文化建设有成绩，一个集“和
亲睦邻＋汇聚共识＋坚强堡垒”的“三位一体”治理阵
地不断延伸夯实，切实在潜移默化中使和谐家风“咬
定青山不放松”、淳朴民风“飞入万千百姓家”、文明新
风“礼乐相济拂面来”。

红色：组织引领，思想筑基

一张蓝图绘到底，只为旧貌换新颜。
蜀河镇始终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

略定位，以“天蓝水清生态美、屋舍整洁生活美、村容
美观环境美”三美共聚为目标，以“四清四改四化”为
抓手，统筹“基础建设、庭院经济、厕所革命”等重点
工作，以全方位统一思想、全过程统一标准、全地域
统一推进描绘 “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空气更清
新、产业更兴旺、生活更小康”的蜀城蓝图。

通过积极延展党建内涵载体， 全面促进与环境
治理相融合，探索出“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践
中心智慧云平台＋环境治理”新模式，以“镇级规划主
导、整村推进提升、集中连片打造、精准落实到户”的
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理念，形成“党委政府统筹引领、
党员干部垂范带头、志愿队伍瞄点发力、动员群众广

泛参与”的长效化环境卫生管理格局。 目前，按照“一
月一安排、一季一评比、一周一活动”的基本要求，定
期组织党员干部先锋队、 群众志愿服务队等 27 支服
务队、357 名志愿者，开展“马甲红点亮宜居城”环境
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200 余次，开展“守护千年古镇”卫
生综合整治 40 余次，累计拆除破旧房屋、废弃圈舍、
私建设施、杂物土堆 85 处，清理沉积泥沙 10 余吨，高
标准建设“五美庭院”60 户、现代宜居农房和文明小
院 100 余户，高质量创建郅家湾、闾关等“厕所革命”
示范村改厕 121 户，“一步一景、一院一景、景村共融、
美美与共、景景动人”的生态宜居长廊建设渐有成效，
真正实现了由人居环境“小支点”有力撬动和美建设
“大杠杆”。

在三官社区，农旅产业是蜀河持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结果。 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管理、高质量
建设”驱动轮轴，一个“以田园为载体，以观光休闲养
生为重心，以生产天然有机农产品为支撑”的农林立
体种养、农旅多元融合式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走上
了以生态催生业态，以产业促进振兴的“快车道”。“春
览菜花夏赏荷，秋冬摘果乐逍遥”是其四季有花、四季
有果、四季常绿的真实写照，园区的 85 亩观光藕田，
50 亩藕田养鱼，150 亩林果粮油，1.2 万平方米生态大
棚，解决本地就业 32 人，带动每户增收 1000 元以上，
既美化了“面子”，又夯实了“里子”，让昔日的荒滩地
变成了环境共创、产业共建、红利共享的“金银滩”，使
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定位愈加明晰，向清而生、为新
而变的步伐愈来愈稳，迎绿而行、由美而兴的步调愈
走愈实。

绿色：守绿还景，焕发新颜

文化如水， 水脉亦文脉， 文脉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

蜀河，拥蜀汉二水，携秦风楚韵，因古时“帆樯林
立相接、商贾四方云集、戏楼歌舞升平、万家灯火攒
动”的盛况，素有“小汉口”“汉江小都会”之美誉。 骡
马古道中的阡陌小巷、 巍峨黄州馆上的飞檐翘脚、
“八凉八热”“八荤八素”“八人同坐八仙桌”的“八大
件”传统美食，依旧熠熠生辉、璀璨耀人，令无数游客
思接千载， 近距离感受到了蜀河非遗文化的韵味与
魅力。

通过在重点节日、重点时段举办“灯火里的蜀河
古镇”节庆活动、“赏古镇金秋、访生态之美、品非遗
美食”文化活动和“穿古装、玩花灯、建情境”游乐活
动，使“火狮子、太平灯、双彩车、船工号子、八大件、
剪纸、 铁艺” 等一批省级非遗名片成为蜀河活泼艳
丽、热烈豪迈的“金字招牌”，再现了古镇烟火繁华的
昌盛之景，赋予了千年古镇以文兴业、以文化人的时
代内涵。 其中，元宵节期间、“五一”期间的社火烧狮

子、“引客入蜀”系列文化活动，以“一核两区、三横九
纵”的街道格局为承载，让现代文明与历史进行了酣
畅淋漓的“对话”，短短数天，合计吸引游客 16 万余
人，带动消费 1500 万元，真正以文化载体塑造了观察
蜀河深邃、感受蜀河厚重、了解蜀河博大的新窗口。

一手抓特色亮点挖掘，一手抓历史遗迹保护。 蜀
河镇立足于“船帮、商贸、饮食、民俗”四大文化，以“兴
文强旅”战略作为主要突破口，以黄州馆、杨泗庙、清
真寺和三义庙等 102 处现存古民居建筑为依托，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统筹谋划，逐渐铺开古镇蓄势
蝶变新画卷。做“加法”补短，悬挂灯笼 800 余盏、制作
实木牌匾 197 块， 规划建设小吃一条街、“一村一品”
乡土特产馆、古镇民宿、两馆广场项目，大大提升了游
客承载量、游客获得感、游客满意度。 做“减法”去赘，
全面完成外河堤 110 户近现代房屋拆迁，营造与古镇
风韵协调相统一的游览环境。 做“乘法”提升，实施生
态停车场、强弱电入地、道路改造、街道外立面提升等
95 个项目，切实为全镇各业态提供了现实支撑。

按照目标规划，蜀河镇还高标准建设文化产业展
示中心 1 个，打造“一村一味”的蜀风蜀味美食体验
馆，设计以火狮子为创作原型的地域文创产品“红红”
“火火”，研发以“蜀风”“黄州馆”为主题的邮戳印章，
组织“沉浸千年历史、感受古镇魅力”文旅演出。 在下
足“绣花功夫”的基础上，持续塑造古镇集萃人文的颜
质、气质、品质；激发遗产承载记忆的活力、魅力、潜
力；赓续千年崇德向上的汉情、汉韵、汉风，为蜀河建
设注入了“文化之魂”。

汉江潮涌阔，蜀河逐浪高，古镇多诗画，满目含秀
色。 如今，在新的征程中，蜀河镇正全力以赴勇立潮
头，以“三个年”活动为牵引，在山为骨、水为脉、文为
形、旅为体的生态框架中，凝心聚力汇聚“旬阳东区中
心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让“人与自然和合共
生、实践成果巩固延续、产业布局多元延伸、历史传承
持之以恒”的三色宏图加快变为现实。

金色：以旅塑形，以文铸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