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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自己动手，道路扫
干净了，河流变清澈了，柴草摆整齐了，小花园、小菜
园也建好了， 家里面也干干净净的， 住起来舒服多
了。 ”谈起人居环境的变化，宋家镇双喜村杨前宏一下
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村上现在还自发组织成立了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经常性组织开展扫一扫、摆
一摆、清一清‘靓家园’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一起管理，
共同努力，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擦亮底色，增添
颜值。 ”杨前宏笑着说。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省“三个年”活动落地见效，
白河县宋家镇以创新开展“四比四创”实践活动为抓
手，顶格统筹，靶向发力，不断优化提升人居环境工作
机制，广泛动员群众力量 ，优化整合各种资源 ，明确
“五美十不双提升”整治目标，不断擦亮乡村振兴幸福
底色，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该镇严格按照 《宋家镇 2023 年人居环境 ‘双提
升’行动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将讲文明、重卫生、爱
环境纳入《村规民的 》，制定了 《环境卫生保洁制度 》
《垃圾清运制度》《门前四包制度》《检查评比制度》等，
充分发挥评比考核“指挥棒”作用，坚持“评管”机制，
动员每家每户自行对房前屋后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奖
惩并举，激励担当作为，营造人居环境比学赶超的氛
围。

该镇组织开展人居环境示范评比创建活动，每月
组织开展人居环境入户评比打分活动，对“示范户”进

行表彰奖励，对“达标户”提出更高要求，对“整治户”
限期整改并给予惩处，广泛宣传典型事迹，同时还对
人居环境干净整洁、庭院打造具有特色的群众院落或
其他有亮点的示范点进行参观学习，取长补短，总结
经验，形成互学互帮互助良好氛围。

“别看这只是一块小小的牌子，既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评为‘示范户’后，就更需
要努力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时刻保持家门口的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 ”家住宋家镇磨坪社区的奚祥珍被评比
为人居环境“双提升”示范户时满脸自信地告诉评比
小组。

近日，宋家镇村（社区）沿线各家各户门口都多了
一块白底红字小牌子，上面清晰注明了该户评比的类
型。 据悉，宋家镇 10 个村（社区）近日来共发放人居环
境“双提升”公示牌 570 块，其中含示范户 87 块，达标
户 486 块，整治户 19 块，示范户占比 15%。对“示范户”
进行表彰奖励，对“达标户 ”提出更高要求 ，对 “整治
户”限期整改并给予惩处。

该镇在人居环境示范评比创建过程中，定期组织
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到环境整治干净、灵动而有美
感的农家小院或其他村（社区）示范点进行参观学习，
取长补短，总结经验，形成互学互帮互助良好氛围。 同
时， 将群众参与示范评比创建情况作为文明家庭评
选、好媳妇、好婆婆等的重要依据，激发群众自治共管
积极性。 今年以来，该镇组织群众会自评 80 余场次，
召开现场会点评 12 场次。

开展示范评比活动之前，光荣社区安置点广场环
境卫生脏、乱、差，整体形象无秩序、无条理，170 余户
群众各家顾各家。 现如今， 走进光荣社区， 满目皆
“景”，垃圾不见了，农具摆齐了，污水消失了，大家心
也齐了，环境越来越好，群众幸福感也提升了。

为形成“上下联动、团结协作、全员行动、共建共
治”的局面，宋家镇长期宣传动员，利用宣传标语、院
落会、小组会、入户走访、村级广播、流动宣传车、公众
号等线上线下、从点到面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
动。 同时，着力增强人民群众保护环境卫生意识，引导
群众自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乱丢
乱扔、柴草乱堆乱放、污水乱泼乱倒、粪污随地排放等
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现象和不文明行为，让“保护宋
家环境靠大家”的观念入脑入心。

“人居环境整治，落脚在‘治’，关键在‘人’。 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群众是主体，也是最终的受
益者，发动群众是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有序推进的关键
环节。 宋家镇将持续通过政府主推，调动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
内生动力，为建设‘宜居宜业品质优’的‘茶香宋家’贡
献力量。 ”镇党委书记徐保寿说。

白河县宋家镇的人居环境整治的精彩蝶变，生动
诠释了如何让“一时之计”上升为“长治之策”，在宋家
镇各个小院，“五美十不”双提升，这句朗朗上口的话
早已深入人心。

环境为媒 群众“造血”促振兴
通讯员 邓启波 方凤玲

地处秦头楚尾的白河，是典型的山区县。 西南
部的宋家镇，山势俊秀，河谷清幽。 而另一方面，零
散的地块、多风多露的高山气候、并不便利的交通
……在过去，这里的农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面临着多
方掣肘。

2022 年， 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农
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宋家镇榜上有名。如何让“穷
山恶水”变绿水青山，再到现如今的“金山银山”？近
日，漫步于宋家镇，答案有迹可循。

秋日的宋家，天高云淡，枫林尽染。 在火焰村，
沿河随处可见新翻的地块，有的已经种上了齐膝的
茶苗，有的堆放着发酵过的黑褐色有机肥。分苗、扦
插、填土……垄间茶农们手上动作不停，说笑间，脚
下便生出一块块间隔有序、排列整齐的茶园。

“正在建设的这 100 亩智慧茶园是今年申请到
的国家科技部项目，茶苗栽种以后，要请专业人员
做管网布置。 ”白河县淙溪茶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
人王姣一边介绍，一边观测茶苗排布状况。 “智慧茶
园不仅能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水肥智能管控、病虫
害生态防治等，还能实现加工、销售、运输等过程大
数据统计分析，为生产决策提供支持。 ”王姣补充
道。

典型的后高山环境造就了宋家茶叶的优良品
质，淙溪茶叶选择“生态+科技”作为突破口，不断
提升茶园“含金量”，稳步提升产量。截至目前，该公
司 2000 亩茶园全部通过 GAP 认证、绿色认证。 该
公司还常年高于市场价收购农户符合标准的鲜茶，
2022 年该公司产值超过 3800 万元， 将 200 户农户
镶嵌在茶产业链上，带动户均年增收 2000 元以上。

更早认准“生态+”这条路子的，还有白河县歌
风春燕茶业有限公司。

2006 年， 该公司前身歌风春燕茶厂成功注册
“歌风春燕” 商标。 从家庭小作坊到如今集茶叶栽
培、茶园管理、茶叶生产加工、研发、茶文化传播于
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歌风春燕”
品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不缺茶叶，缺的是高品质的好茶叶。我到
公司十几年，很清楚我们的竞争力不在产量，而在

我们的好山好水。 ”公司业务负责人宋生苗深知，要
实现差异化竞争，一定要做好品质、做好品牌。

作为白河县第一家做有机认证的茶企，“歌风
春燕” 持续将当地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品牌价值，该
公司覆盖生态茶园 3008 亩，其中有机茶园 400 亩。

“三年磨一剑， 我们公司研发的兰香绿茶获得
了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这款茶所用鲜叶生长于海拔
千米的高山有机茶园， 是今年国际茶日的指定用
茶。 ”在宋生苗看来，生态有机不仅提升了“歌风春
燕” 的品牌竞争力， 也意味着更大的劳动力需求。
“有机茶禁用农用化学品和人工合成助剂， 生产过
程耗费大量人工，同样我们回收鲜叶的价格也会更
高。现在除了 1000 亩的示范园，流转到期交还群众
的茶园也发展得很好，大家积极性很高。 茶农根据
标准自主管理，我们按照保护价收回。到目前为止，
公司今年劳务用工和收购鲜叶的支出超过了 2000
万元。 换句话说，这些钱是实打实进了老百姓的口
袋。 ”宋生苗补充道。

据了解，宋家镇富硒“春燕”茶系列产品已跻身
富硒茶知名品牌 ,2022 年公司综合产值超 6000 万
元。 截至目前，该公司引导附近群众种植茶叶 1 万
余亩,年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做精了“生态+品牌”，宋家镇的茶产业尝试进
军“生态+文旅”赛道。 通过园区建设与乡村旅游发
展有机结合，2023 年白河县第五届茶旅文化节暨
“春游白河” 系列活动在歌风春燕现代农业园区启
动，白河“茶宝”等毛玩文创产品同步亮相，吸引了
全国超千万网友在线观看和互动，投资 1.2 亿元的
歌风春燕 3A 级景区建设项目已完成主体设施建
设，目前正在进行申报。

据统计，宋家镇已累计建成标准化茶园 2.5 万
亩，其中有机认证面积 2500 亩，茶园绿色认证面积
达 9000 亩。 该镇富硒“春燕”茶系列产品被认定为
“陕西省著名商标”“中国著名品牌”；先后荣获“中
茶杯”特等奖、“亚太茶茗大赛”特等金奖等多项国
内、国际大奖，以及省级及以上奖项 25 个，市级奖
项 14 个，其中特等奖 4 个，金奖 15 个，银奖 6 个。

除了种植，“生态+”也体现在了宋家镇的养殖

业中。
2020 年， 在外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汪进宝回

乡创业。 综合多方考虑，汪进宝选择以自家老宅基
地为据点，创办了白河县帅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在县农业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时隔两年汪进
宝的生猪养殖基地正式投产。

步入汪进宝的办公室，墙上臂展宽的显示屏格
外显眼。 “这是自动料线，这是智能产房……所有的
粪物进行干湿分离，污水进三级沉淀池，发酵后通
过管道和吸粪车排放到粮油基地做液肥。 ”一边调
出各个监控画面展示，汪进宝一边介绍说。

与普通猪场不同，汪进宝的基地采用“猪+果+
粮油”循环种养结合模式，七千余平方米的厂房内
实行全方位可视化管控，划分了公猪舍、配种舍等
各类功能科室，并采用智能化自动调节设备，实现
自动喂食、自动清粪，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率。 “基地
附近的村民都可以过来务工。 建厂至今，公司下发
的劳务费已经超过两百万了。而且基地产出的有机
肥料不仅能覆盖公司流转的 500 亩粮油基地和果
园，也会免费给周边村民的田地使用。 ”汪进宝说，
“生态循环” 给了自己在农业领域坚持下去的信心
和决心。

在宋家，“生态+” 的巧思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的
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刻在了当地群众
的心坎上。

“作为农业大镇， 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良
好的生态，我们要扬长避短，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打开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
山的转化通道。 ”据宋家镇党委书记徐保寿介绍，利
用生态优势， 该镇今年共招引市、 县重点项目 15
个，已开工 14 个，位于该镇中心地带的磨坪产业孵
化园正在建设中。 通过科学延链补链，该园区投用
后将承载镇域农产品加工、产品集散、电商带货等
功能。

从“生态佳”迈入“生态+”，宋家镇的热土之上，
一幅在绿水青山中发现金山银山、将绿水青山变为
金山银山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组图片由宋家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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