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吹稻浪遍地黄，又是一年收割忙。 近日，紫
阳县高桥镇中心小学劳动基地———梦紫阳稻香研
学基地陆续迎来了一批批“小游客”，学生们走出
教室，走进田园，在体验农耕文化中开启快乐的研
学之旅。

“割稻是有技巧的，左手把水稻握住，右手用
镰刀斜着向下发力……” 裴坝村支部书记梁明山
一边讲解割水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边手把手
给学生示范。 孩子们撸起袖子，迫不及待地进田开
始实际操作，感受着“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带
来的丰收喜悦。

“我们将传统农耕文化与基础教育拓展性课
程有效衔接，引导学生感知农业发展，传承农耕文
化。 ”梦紫阳稻香研学基地负责人苟云华说道。 高
桥镇梦紫阳稻香研学基地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农
耕、民俗资源，将亲子游、中小学劳动实践与乡村
旅游有机融合，探索拓展特色研学课程，赋能乡村
振兴。

近年来，高桥镇深入开展“双联双带”活动，全
面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企业”的生态农业
产业化模式，在党建引领下，合作社通过创新组织
形式、运行机制、产业业态，建设打造“农旅+研学”
融合发展产业项目，努力向“强村利民富企”的目
标推进。

高桥镇党委书记曾健表示， 该镇将继续紧扣
全县 “4＋3 产业链”， 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 打造知名研学旅游品
牌，实现自然风光、研学拓展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让“研学热”带动乡村旅游“火出圈”，进一步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迎着清晨的微凉清风，闲庭信步于汉
阴县平梁镇，绿色、淡黄色、金黄色……山
野色彩斑斓、层层叠叠，与清澈的河水、清
洁的村庄、“花式”庭院相互映衬，在秋色
的浸染下尽显别样的风采，人们仿佛穿越
进了“富春山居图”的世界中。

午后，村民姚荣彦家的院落在秋日暖
阳的映衬下，平添了几分深秋的生机与活
力。原先杂乱无章的闲置空地通过就地取
材、“量身”改造，已呈现出“地面有菜、树
上有果、空中有景”立体式庭院经济雏形。

“村里房前屋后空地经过合理规划，
因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的庭院经济，既美
化了村容村貌，又实现了村民增收，真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情。”见证了村里的变化，
安合村党支部书记杨琦感受颇深。

以“点”突破、以“线”带动、以“面”覆
盖，现在的平梁镇庭院“小美”正由“点上
开花”到“串珠成链”至“熠熠生辉”，成为
当地群众幸福生活的最好诠释。 据了解，
该镇发展庭院经济种植户 1400 余户，培
育庭院经济示范户 1020 户，栽植蜂糖李、
黄桃、甜柿子、小南瓜、葫芦等瓜果蔬菜 5
万余株；因村施策推行“一村一业”庭院经
济示范村 2 个， 带动发展经济特色村 8
个，近万人受益。

政策支持、典型开路，美丽庭院催生
了“庭院经济”。清河村村民徐德发既是受
益者，也是参与者。 自从村里号召大家利
用“方寸地”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商则
商，他便率先行动起来，将房前屋后、边角
空地等区域合理规整， 种植蔬菜瓜果，搞
些小养殖，一年下来也能赚两三千元。

时值深秋， 二郎村 34 户烤酒专业户
也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今年拐枣长
得好啊，一棵拐枣树一年能结 100 多公斤
拐枣 ， 我得赶紧把烤酒的设备准备好
……”村民郝恒高笑得合不拢嘴。 在帮扶
单位县发改局的支持下，二郎村大力发展
“小菜园、小果园、小作坊、小电商 、小服
务、小加工”为主的庭院经济六小产业。全
村累计发展拐枣近千亩， 其中连片种植
565 亩，亩产值 1 万余元，目前已陆续进
入盛果期。

除鲜果外，二郎村还积极发展拐枣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拐枣加工成酒，产值较
鲜果可再翻一番，产酒的副产品拐枣酒糟
同样是养殖肉牛的上等精饲料，每年 3 吨
的酒糟也能为村民带来不菲的效益。时至
今日，二郎村的拐枣产业已发展成为年产
值超过千万元的强村富民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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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旬阳城关镇瑞莲小区， 上千幅
版画作品依次分散在小区的各个角落，
以党建、 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版画文
化广场宽敞大气。 坐落于此的旬阳版画
院不仅为当地带来浓郁文化墨香， 更以
地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旬阳版画是流传在旬阳及邻县的一
种古老的民间美术工艺， 起源于宋代雕
版印刷，兴盛于明清两代。 版画是汉水文
化和陕南文化的缩影和集中体现， 承载
了旬阳人一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近年来， 旬阳市持续强化旬阳非遗
传统木刻版画艺术链、 服务链、 产业链

“三链”建设，探索出“版画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产、
展、销一体化。

工作日下午的旬阳版画院， 只听到
一片“沙沙”的刻刀在木板上轻挑细旋之
声。 版画合作社社员们正在专注地刻着
手上的板子。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百余幅
版画作品， 大多是社员根据旬阳人文自
然风光“就地取材”创作的。

“过去我们只能在家种地带孩子，挣
不到钱，现在刻版画，一年能多好几千块
钱收入。 ”社员李女士说，看到自己的作
品能卖出去，心里很高兴。

在院长蔚世生等版画人 30 余年坚
守下，这门传统艺术正焕发新生机。 蔚世
生秉承“培育乡土人才，传承魅力非遗”
的理念， 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剩余劳动力
展开公益培训。 至今开设了 7 期农民免
费版画技能培训班和多项传承活动，全
市青少年留守儿童及农户参与人数有
3000 余人，体验培训人数达上万人次。

蔚世生说：“我们通过建立农民版画
职业培训学校孵化人才，学业结束以后，
学员和版画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 他们
刻的板子我们 100%收购，再对这些作品
开展销售。 ”通过在网络销售平台上推广

版画， 让版画的艺术价值转换成经济价
值，目前已直接带动就业人数 170 余人，
实现人均年增收 3000 元。

以版画艺术为基础，旬阳市在蜀河、
仁河口、金寨、红军等镇的各旅游景区建
立版画体验和销售网点， 开发推广版画
旅游纪念品，预计年收益可达 200 万元。

通过对非遗资源进行生活化、 活态
发展，旬阳探索出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
输血造血的良性循环。 传统的木刻版画
艺术作品正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给这些
传承者们带来新的生活， 也为旬阳实现
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本报讯（通讯员 凌召兵 徐丽）日前，
白河县住建局机关党支部和陕西金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在白河县人民医
院麻虎分院建筑工地上联合开展“党建引
领保平安、政企联建聚合力”主题党日活
动。活动中，与会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回
望入党初心、增强党性修养。 在现场负责
人的引导下， 大家有序观摩项目建设情
况，该县质量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还进
行了现场教学，进一步强化建筑工程质量
和安全生产工作。 “本次通过党建+安全
的模式充分调动了住建系统党员干部和
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
重要性，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安全生产知识

素养，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推动发展、凝
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构建住建系统
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白河县住建局机关党支部党务专干熊淑
慧说。

与此同时，一场建筑行业的技能角逐
赛正在火热上演，来自陕西金辉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的能工巧匠们分为 “抹灰竞技
组”和“砌墙竞技组”，在工地展开了一场
劳动技能竞赛。 选手们全神贯注、手法熟
练，动作一气呵成，这边的砌筑工忙着切
砖、勾边，那边的抹灰工忙着清湿、抹墙，
双方上演着一场质量与速度的技能大比
拼。 参赛工人周先宏说：“今天非常高兴，

学砌墙有 20 多年，终于得到这个奖，在这
个岗位应该再努力、再做好一点，对国家
有更大的奉献。 ”

技能比赛是该项目支部活动的一个
缩影，今年 4 月，白河县住建局党委批复
同意陕西金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白河
县人民医院麻虎分院建设项目成立临时
党支部，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与此同时，该支部
积极开展支部联建和企业交流等活动，推
动成果转化运用，筑牢引领非公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红色堡垒”。陕西金辉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缪德军说：“公司将
党建工作与各项工作相结合，通过‘支部

建在项目上、党旗飘在工地上’，在重要岗
位上设置党员岗位先锋岗，全面抓好建设
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及进度管理工作。 后
期将进一步创新载体，在乡村振兴的大舞
台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白河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近年来，白河县住建局通过实施“一
强五优”“书记工程”， 着力搭建基层党建
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机融合的载体，不断提
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广大党员
的执行力，聚力打造一支有信仰、敢碰硬、
能担当、善作为的党员队伍。

庭院绘新景 幸福翩翩来
通讯员 刘毅 黄智发 王建霞

非遗版画开启乡村振兴新路径
记者 张俊 赵漪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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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家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进入镇上的污水处理站，让我们
的生活更方便了。 ”近日，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太山庙村二组村民陈敬
勇说。

陈敬勇家的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得到解决， 得益于平利县坚持把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惠民利民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实 。 该县坚持
“梯次推进 、因地制宜 、利用为先 、效果长远 ”的基本思路 ，以 “污
水减量化 、循环再利用 ”为导向 ，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 2022 年以来，平利县将环保专项资金 1.1 亿元用于全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 2023 年，该县成功入选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首
批试点县。

平利县编制了 《平利县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专项规划（2023—
2025）》，并将此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乡村发展规划等
协同推进，同时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相结合，优先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环境问题。 全县计划累计投资 4 亿元，利用 3 年时
间，完成 74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到 2025 年实现农村生活污
水有效治理率达到 90%以上。

平利县坚持清单管理、 压茬推进， 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加快施工进度，发挥资金效应，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用。 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成镇级污水处理厂 9 座、村级污水处理站 44 座，配套建设污
水收集管网 29.5 千米，完成农村改厕 50971 户。

建得好，还要管得好、用得好。平利县坚持建管并重，充分考虑后期
运营维护，做到设施、管网、管护机制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出
台运维管理办法，实行“两场（厂）”、村级污水处理站第三方运维，确保
污水规范处理、达标排放；建立督查交办机制，结合污染防治攻坚提标
升级行动，推行“月安排、月调度、月通报”工作机制，对环境问题实行
“日巡查、日交办”，全面夯实镇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

随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 平利县水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境内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地表水优良率达 100%，县域
水环境质量稳居安康市前列。

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平利县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切口”，推动
乡村由“外在美”向“内在美”，由“一时美”向“持续美”转变。 龙头村是
“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三里垭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蒋家坪
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平利县先后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县、全国县域节水
型社会建设示范达标县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一行南飞雁，霜打拐枣甜。霜降过后，旬阳的拐枣熟了。农户家的房
前屋后，密密麻麻的拐枣迎来了采摘的季节。

关口镇宋坪村村民段正国正在自家的拐枣园里捡拾果实，他家 20
多亩坡地在三年前全部种上了拐枣，今年开始全面挂果，满园的拐枣树
成了段正国的“摇钱树”。 只见他三两下就踩到树枝上，手脚并用，用力
一摇，拐枣果实“哗哗啦啦”散落一地。

“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平均一天大约能摘 400 至 500 斤，按每斤 1.5
元的价格计算，一天可以收入 600 到 750 元钱。 ”据段正国介绍，他种了
约 700 苗拐枣树，当前初步挂果每苗能收获 30 斤拐枣，总产量约 2 万
斤，收入能达到 3 万元左右，同时拐枣长大后，园子里还能套种白芨、黄
姜等经济作物，也能增加很大一部分收入。

像宋坪村一样，关口镇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有着种植拐枣的传统，尤
其是脱贫攻坚时期， 村上许多村民都跟段正国一样选择了拐枣产业增
收致富。 据统计，关口镇种植拐枣 2.6 万亩，种植农户 4500 余户。 “今年
关口镇拐枣预计产量 1 万吨，产值 3000 万元。当前正值拐枣收获季节，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实行保底价收购，确保果农户均增收
5000 元。 ”关口镇镇长黄明介绍说，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拐枣基地管护，
科学除草、施肥、剪枝、防虫、刷白，培育优良品种，全面提升拐枣发展质
量和效益。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拐枣的销售方式也越来越便捷。 “我们
当天摘当天就能出售，不用担心销售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实惠。 ”
段正国把捡拾的拐枣一簇簇捆扎好，放进背篓，下山不远的大路边上就
是拐枣专业合作社。因地理位置便利，今年关口镇在这里举行了全镇拐
枣收购启动仪式。

“农户采摘多少，我们收多少，当天采当天收购。现已出售给大山造
物和几家电商平台，另外和市内几家深加工企业达成了协议。按照目前
收购形式，今年预计可以收购 30 万斤左右。 ” 关口斌利拐枣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段正斌说，繁忙的收购工作要一直持续到入冬前后。

近年来，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拐枣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
地，市内发展拐枣加工企业 7 家，生产拐枣饮料、拐枣酒、拐枣醋、拐枣
汁等 20 多种产品，实现年销售产值 6000 万元以上。

“以前只做京东、淘宝、拼多多，今年又增加了四五个平台进行推广
销售，今年预计鲜果销售 100 万斤，另外我们又和贵州茅台酒厂联系，
做拐枣初加工，把拐枣烘干打成粉，销售给酒厂。 接下来我们会积极拓
宽销售渠道，推广旬阳拐枣这张名片，让农户种植拐枣有更大的收益、
更高的积极性。 ”大山造物电商公司负责人张新虎说。

山水旬阳，拐枣之乡。 作为拐枣的最佳适生区和天然分布中心区，
旬阳市坚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路，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
“中国拐枣之乡”。 全市拐枣种植面积达 40 万亩，建成万亩镇 21 个、千
亩村 30 个。 “建基地、强龙头、打品牌、促研发”的一体化的产业链发展
模式已见成效。

拐枣“丰”景这边独好
通讯员 宋博琳

水清平利更宜人
通讯员 申东昕

气氛热烈的版画教学现场。 蔚世生 摄

充满欢声笑语的版画课堂。 蔚世生 摄

平梁镇的和美乡村。 王建霞 摄

篱笆小院。 王建霞 摄 小庭院托起乡村振兴大愿景。 王建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