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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南部，甘棠故里；山水如诗，壮景当歌。
十月的洛河镇，像一幅浑然天成的粉彩画，飞

云流霞点缀苍穹、斑斓彩叶镶嵌群山，连片茶园翠
色如盖、农田沃野遍植稼穑。 农家后院瓜果飘香、
畜禽兴旺，特色民居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勾勒出
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喜人图景。

紧扣平利县委、县政府的统筹谋划，近年来，
洛河镇党委、 政府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
统揽，以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中心，聚焦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在党
风建设、基层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建设
等多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着力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勾画出为“醉”美
洛河添彩、为大美平利增光的华美篇章。

注入文化基因添动能

黄洋河畔，碧水东流，占地 3000 余平方米的
洛河广场，是洛河街社区居民休闲聚会的好地方。
“十三五”期间，1340 余户村民从沟壑起伏的山间
搬到这片环山绕水的生态福地，过上了楼上居住、
楼下就业的好日子。 2018 年，洛河广场与社区同
步建设，等到搬迁群众全部就位后，这里逐渐成为
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中心。 当下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 洛河广场
承载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从社区主干道进入广场， 入目便可看见两侧
的墙壁上张挂着廉洁文化故事和宣传标语。 “去
年，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洛河广场被赋予了
廉洁文化的内涵， 将廉洁元素与洛河镇的历史文
化相结合，打造出别具特色的文化墙，构建与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廉洁文化阵地， 开创了
廉洁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谈起令人耳目一新的廉
洁文化广场， 洛河街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君娓娓道
来。

我以不贪为宝、陶母退渔、于谦拒玉猫……一
个个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廉洁小故事， 在社区居
民日常休闲聚会的时候， 以润物无声的形式浸润
着他们的内心，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通过这
些小故事， 我也更加愿意了解廉洁文化， 包括镇
上、社区干部经常给我们宣讲的法纪知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 希望像这样正能量的传播
途径越多越好，有助于我们涵养好家风、培育好民
风。 ” 社区乡贤李大爷谈起廉洁文化建设的意义
时，感触颇深地说道。

除了廉洁文化， 当地还将新民风建设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中， 结合当地实际组建了一支以当地
有威望、有本事的能人为主的乡贤队伍，以能人乡
贤示范带动社区文化建设， 充分发挥能人领头羊
作用，起到由点及线，由线及面，从个人到家庭，从
家庭到村庄的引领作用。

为提升以乡贤队伍促社区道德文化建设的积
极作用，当地在洛河社区成立道德评议委员会，设
立道德讲堂，加强乡贤文化骨干队伍建设，广泛开
展“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新民风道德评议活
动，营造“学榜样、追榜样、超榜样”的良好氛围和
社区新风尚。 同时广泛开展“家风家训进万家”等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引导群众注重家风
家教，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引导大家孝敬父母、尊
老爱幼、互帮互助。

在洛河镇文明实践所，“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标语十分醒目，文化长廊
里“传帮兴树晒”的各种实践活动昭示出这里浓厚
的文化因子。王君介绍道：“今年暑假期间，我们组
织的洛河街社区小课堂活动反响非常不错， 通过
组建以大学生、 退休教师等群体为主的志愿者队
伍，给社区的留守儿童免费辅导作业、教授书法，
拓展他们的知识空间， 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
好评。 ”“我文化水平不高，也给娃辅导不了作业，
暑假就怕把孩子耽搁了，今年可好，镇上组织了志
愿者队伍，天天早上我们把孩子送来就可以，小孩
学到知识了，我们大人也少操心。 ”谈及“小课堂”
志愿服务活动，学生家长肖娟便赞不绝口。

事实上， 在实践站丰富的活动列表上，“小课
堂”志愿服务只是其中一项，“红马甲”关爱老人、
“全民爱阅读” 读书分享会、“平安知识进社区”法
律宣讲等多种多样的活动， 不断充实着社区居民
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了文
明实践的热潮，凝聚起精神文明建设的澎湃力量，
进一步丰富了洛河镇文明创建的品牌和内涵，打
造党建引领出成色、基层治理添亮色、文化建设增
底色的美丽洛河。

民风淳、家风好、作风实需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根源于党风正。 洛河镇实施“铸魂”工程，完善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规范落实“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完善党员“承诺、

践诺、积分、评议”分类考核办法，强化日常管理。
实施“强基”工程，抓实基层党建，持续开展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深化“三联”工作机制，丰富活动
载体和方式。 实施“提能”工程，抓强干部队伍，每
月定期开办“洛河讲堂”，提升综合素质，探索完善
干部人才培育“导师帮带”“目标考评”清单，统筹
推进专家人才进村、 返乡能人兴村、 乡土人才富
村、专技人才联村、党政人才驻村，充分激发干事
创业活力。

厚植生态底色兴家园

色彩鲜艳的文化墙，干净整洁的村道，谈笑风
生的村民……走进洛河镇莲花台村， 一派依山傍
水的田园风光映入眼帘， 美丽如画的村庄处处透
着蓬勃发展的朝气与活力， 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
感觉。

“老院旧屋穿新衣，留住乡愁和记忆”几个大
字与干净整洁的院落、白墙黛瓦的老屋、赫然高挂
的红灯笼相映生辉。 党修国正认真地拿着扫把掸
门前的灰尘，一副不扫干净誓不罢休的架势。

“之前这里就是猪圈、鸡圈、旱厕，还有乱七八
糟的菜地，夏天苍蝇乱飞，雨天泥泞不堪，孩子们
外出后都不愿意回来住。 ”党修国见到记者后，停
下手中的活路， 忙不迭咧嘴笑着说：“自从村上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后，我们这儿可是大变样，该拆的
拆了，该规整的都归置整齐了，住着舒服啊。 眼见
着村干部带头为我们弄干净，我们也不能闲着，不
能拖后腿。”说着，党修国指了指家门口张贴的“十
星级文明户”“民风建设乡贤示范户”荣誉牌。

党修国所住的院子名为党家院子， 是莲花台
村开展“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
动的样板。该村以党家院子为例，接连打造了张家
院子、王家院子等特色院落，通过创建“住户评分
公开晾晒”长效机制，全村住户统一挂牌，明确“门
前四包”责任，实行“红黄绿”动态管理，定期检查、
晾晒、评比，倒逼村民化旁观者为参与者，形成村
内环境户户包门前，人人当模范的良性循环，有效
巩固人居环境整治现有成果。

莲花台村是洛河镇厚植生态底色、 构建美丽
乡村的生动写照。近年来，该镇坚持以生态文明为
统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
推进“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淤污”专项行动，
统筹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掀起创建省级幸福
河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新高潮，不仅扮靓了村居
院落的“面子”，更盘活了增收致富的“里子”，发展
庭院经济，吃上了“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饭”。

坐落于丰坝村四组的李家小苑，占地 2000 余
平方米,青山绿水环绕，交通便利，自建成后，深得
游客青睐。走进一尘不染的小院，灼红的月季和苍
翠的绿植相映成趣,三排徽派平房几字型排开，西
南角一个凉亭更添几分诗意， 一派清新悠然的农
家田园风光景象引人驻足。

“这里原来是一处撤并的小学，场地大，周边
田园风光特别好。 眼见着闲置废弃，特别可惜。 我
们便商议，鼓励村里的能人大户李证辉接手，盘活
‘沉睡’的资产，发展庭院经济，走农旅融合发展之
路。 ”洛河镇副镇长胡顺章边走边介绍说。

利用“小庭院”，推动乡村“大振兴”。洛河镇通
过把发展庭院经济与促进村民增收结合起来，坚
持“原生态”“低成本”“有特色”发展理念，引导村
民以家庭为阵地,与特色产业相融合 ,充分调动村
民发展庭院经济的积极性、 创造性， 发展农旅经
济，增加收入，提升生活品质。

“改旧如旧，留住乡愁”是李证辉设计规划小院
的初衷，从旧房修缮改造、庭院整修到菜品定位、内
外环境布置，他都以游客体验为主，坚持走洛河特
色、洛河印象，因此自小院建成对外营业后，吸引来
大批游客,很快在集镇周边乃至全县蹿红。

“我们的菜品除了自家种的，就是从周边群众
的园子里收购的，吃起来有家的味道，做法也很地
道。 ”说话间，李证辉带我们来到了小院外河边的
菜园子，“游客来了以后， 除了可以品尝地道的农
家菜外，还可以来这里体验采摘乐趣。 ”

生意越来越红火 ,收入也渐长 ,人手不够的时
候, 李证辉还会从周边请一些农户前来帮忙打下
手,招待游客,农家“方寸地”真正变成了致富“聚宝
盆”。

王长珍家就住在小院不远处， 每到小院人手
不够的时候，她和丈夫便会应邀来给帮忙打下手。
“过来干的都是手上活，我们两个人一天也能挣上
200 多元，有时候菜园里有吃不完的菜，还可以摘
了送到这儿换点零花钱。”正在忙着抹桌子的王长
珍笑眯眯地说道。

夯实产业本底富乡亲

深秋的阳光明媚而不刺眼，洒在丘陵山坡上，

给庄稼农田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辉光， 已经收割
完毕的稻田，正迎来短暂的休憩时刻，为冬油菜的
种植腾出空间。

“以前村民都靠人力收割稻子， 不仅效率低
下，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短缺，让收稻的时间成
本和经济成本都大幅提升， 挫伤了农民种植的积
极性，对农业发展很不友好。自从我们将稻油一体
化高产栽培技术和‘三新’技术试点推广运行后，
可以说种粮效率显著提高， 像前段时间的连阴雨
天气，全镇的稻谷收割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
站在狮子坝社区的田坎边， 洛河镇副镇长胡顺章
向记者介绍起当地粮油种植的新技术和新卖点。
“‘三新’技术就是通过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机具，使农民在育苗、种植、收割阶段节省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让粮油生产更便捷、更高效。 ”

随着话语落地，只见不远处的农田里，正在运
转的收割机轰隆隆地将最后一块尚未收割的稻谷
吞入机器。“机器收割很快的，像这块田比较平坦，
只要半个小时，我就能收割 1 亩地，稻谷秆也即刻
粉碎还田了，这样采收的稻谷杂质少，颗粒干净，
比传统收割方式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关停机器，
安坝村二组村民余静一一罗列着机械耕作收割的
好处。

在农业大镇洛河， 活跃着一群思维敏捷的新
农人，他们充分抓住机遇，在广阔田野间，因地制
宜地为“三农”发展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今年 44 岁的周平柱就是其中一位。 2018 年，
周平柱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踏上返乡创业之路。
立足洛河镇的独特地貌和基本镇情， 以及农民生
产工具大多比较原始，粮食播种收割效率低、回收
慢的现象， 周平柱萌生了发展粮油生产机械自动
化的想法。 他首先投入 50 万元资金，成立了平利
县盛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针对粮食生产的需
要，先后购置耕种收全程生产机械 20 余台，建设
粮油加工厂房 1050 平方米，购买大米和油脂加工
设备，流转土地 600 余亩，基本实现了从耕种、栽
插、防治病虫害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作业。 “现在
我们有飞播机、旋耕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各种适
用于农事生产的大中小机械， 能满足大家从播种
到收割、从翻耕到病虫害防治的一系列需求，接下
来，我将继续把产业做好，为乡亲们做好服务，在
‘三农’阵地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朴实的话语背
后，暗藏着当地以农为本、兴农助农的发展决心。

牢记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洛河镇党委、政府
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大力推进规模化生
产，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面完成全年粮食生
产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扩大建成安坝、狮子坝两
个富硒粮油基地， 扶持盛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推广规模化种植服务，完成发展粮食种植 2.69 万
亩，大豆生产 0.48 万亩的任务目标。 发展特色种
养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农户牢牢嵌在产业链
上，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

而当我们把目光纵深到全镇的各个村落，便
会发现不止粮油发展方兴未艾，茶叶、魔芋、中药
材、 烤烟、 蜂蜜等特色产业亦如万花筒般异彩纷
呈。 依托乡村建设服务公司，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
济， 造血功能和带动能力持续提升。 优化保障服
务，促进就业创业，大力发展“归雁经济”，建成洛
河镇项目集中区。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镇高效
密植茶园已达到 1.5 万亩， 实现了人均一亩茶的
发展目标。每年春夏秋三季，茶园里面到处活跃着
村民采茶收茶的身影， 洛河镇也因此成为全县的
茶叶重镇。

康传生成立的康龙茶业有限公司是该镇的茶
产业发展龙头企业。 为了摆脱单一产品对企业发
展的桎梏,延伸产业链条,生产了 15 年绿茶和黑毛
茶的康传生在今年也加入了红茶生产的行列中
来。 他先后从外地邀请名师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再引进一批红茶专业生产设备。 康传生的茶产业
步入蓬勃发展期后,采茶期固定用工近千人 ,将安
坝村、三坪村等集镇村茶鲜叶全部“吃了个干净”。

按照洛河镇党委、政府的规划，聚力产业先兴
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十四五”期间，将着力
巩固以茶饮为主，中药材、特色种植、生态猪、魔芋
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农产品开发为重点，提升
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能力；全产业链开发茶叶、富硒
稻米、魔芋、小杂粮等富硒食品加工业，扩大洛河
富硒大米等品牌影响，促进农产品营销，以畅销促
生产、带基地、扬名气、保增收，为群众“鼓起钱袋
子，过上好日子”而赓续奋斗、不懈努力。

大道致远，鹏程万里。站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间支点， 洛河镇党
委书记陈平川表示：“工作是干出来、拼出来的，洛
河镇将立足生态本底优势，充分挖掘乡村潜力、培
育农民动力、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探寻善治之策，
拓宽共富之路，建设秀美家园，让奔走在乡村振兴
路上的洛河百姓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美好富裕
的新生活。 ”

岭岭 峦峦 原原 野野 景景 自自 芳芳
——————平平利利县县洛洛河河镇镇全全力力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工工作作纪纪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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