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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上午，在喜庆的锣鼓声中，一
支 20 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汉滨区培
新街社区居民“好女儿”袁红的家门口，将获
评“孝义家庭”的牌匾和鲜花送到其手中，热
闹的场面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邻居们
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今年 45 岁的袁红经营着一家豆浆店，
十多年来，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与邻里
和睦相处，用真心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幸
福的家庭。

“很荣幸获得‘孝义家庭’这个荣誉，照
顾好家庭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只是
做了我该做的事。 接下来，我还会一如既往
地照顾好家里每个人， 让一家人和和睦睦、
快快乐乐。 ”袁红朴实地说。

近年来， 培新街社区深耕孝义文化，大
力弘扬孝行善举，用身边的先进典型和鲜活
事迹，弘扬真善美，把每一个家庭都打造成
为文明和谐的重要基点，不断提升社区精神
文明指数，让孝义文化绽放出幸福之花。

临近中午饭点，培新街社区孝义食堂的
厨房里飘来阵阵菜香。

“开饭咯！ ” 随着厨房里传出的一声吆
喝，几位老人不约而同地向餐厅走去，新鲜

的食材搭配上厨师们的精湛厨艺， 不一会
儿，美味的菜肴被陆续端上了桌。

“这儿的饭菜又便宜味道又好， 儿女上
班忙，我和老伴儿每天都来吃。 ”在培新街社
区“孝孝吧”老人爱心食堂的餐厅里，83 岁
的王成来大爷和老伴儿正吃着饺子，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培新街社区开办的“孝义食堂”按照每
餐 5 元的标准收费， 为社区老人提供便捷、
舒适、优惠的就餐服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在孝义食堂吃到了热饭、找到了快乐。

社区里面有爽朗的笑声，独居老人家里
更有暖心的服务。 一大早，培新街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社区医生一行 4 人来
到培新小学家属院刘香翠老人家中，再次探
望这位 83 岁的独居老人。

“刘姨， 最近身体咋样？ 身体不舒服的
话，你就把窗帘拉上，我就知道了，我们就会
上来看你。 ”

在培新街社区，独居老人和社区干部每
天都有一场“窗帘之约”。上午 9 点以窗帘是
否拉开为“信号”，窗帘打开为正常，窗帘未
打开， 社区志愿者将立即采取措施上门服
务，及时掌握老人的安全和身体状况，同时

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帮助。
“看到窗帘拉开，心里就踏实了。 ”培新

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何丽一边帮刘香翠叠
着被子一边说：“我们经常会到老年人家中，
帮她们打扫打扫卫生，陪她们聊聊家常。 遇
上好天气，我们也会邀请老年人参加户外活
动以及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 ”

培新街社区有老年人口 1450 人， 为让
老年人生活更舒心、家人更放心，社区干部
不仅开展了查看窗帘行动，还组织了家政服
务、孝义食堂和文化服务等，不断提升老人
的幸福感。 目前， 累计服务老人 8000 余人
次。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孝义文化，倾心
倾力打造‘窗帘行动’升级版，不断延伸孝老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使群众争做孝义新风尚
的宣传者、引导者、实践者，让尊老爱幼、尽
孝讲和、文明礼仪、诚信守法的传统美德在
社区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老城街道培新街
社区党委书记周明华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 （通讯员 梁开明 ）
暖阳下，千亩烤烟银色地垄在山
巅熠熠生辉。 紫阳县高滩镇抢抓
时令，为达成烤烟种植目标，开春
以来， 对烤烟大田进行深翻、起
垄、施底肥、覆膜等工作，高标准
完成备栽工作。

烤烟生产在高滩镇有近 20
年种植历史，凭借着得天独厚的
土地条件和技术基础，如今形成
蔚为壮观的千亩烟田。 近年来，
高滩镇按照 “党建引领 、政府主
导、村社主体、行业推动”的合力

共建原则，指导建立完善“烤烟产
业村集体经济有效参与、 烟粮油
蔬多业融合发展、村级劳务派遣、
土地集中流转与托管机制和村集
体固定资产核算管理机制” 五大
运营机制， 逐步推动烟叶生产高
质量发展。

今年， 该镇新增烤烟种植面
积 1200 亩，巩固“千亩”示范村 2
个，新建“千亩”示范村 1 个，建成
100 亩以上集中连片产业园区 22
个，产能逾 1 万担以上，户均收入
保持在 22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群

众 300 余人就近就业。目前，5000
亩烟田程序化备栽工作已全面完
成，即将进入大田移栽阶段。

下一步，高滩镇将努力跻身
全市 “十四五” 规划的 10 个烤
烟生产 “万担镇 ”行列之一 ，努
力形成 “烟叶强 、烟区美 、烟农
富 ”的国家级烟区产业综合体 ，
加力实现烟叶增产增效 、 烟农
增收致富 、 集体经济稳步壮大
和烟区群众共享发展红利的产
业兴旺目标。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廖 杰 ）
近日，旬阳市人武部组织民兵分队
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属单位市
民兵训练基地开展为期 12 天封
闭式军事训练。 基地从国防教育、
生活保障、军事训练等方面为集训
民兵分队做了全面准备。

此次集训民兵分队主要开
展防火知识学习、野战指挥帐篷
搭设 、车辆伪装遮障 、野战热食
制作和轻武器射击等课目训练，
同时开展国防动员、 国防法、战
备形势教育等授课辅导，有效提
升了民兵队伍应对突发事件执

行任务能力。
下一步，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将借助旬阳民兵分队和地方党
政机关干部过 “军事日 ”活动的
契机，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分队
参与国防演练和国防法学习，进
一步提升全民国防意识。

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开展
封闭式训练提高民兵战斗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运祥 ）
连日来，汉阴县蒲溪镇深入学习
并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掀
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新浪
潮。

谋篇布局定方案。 围绕市级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镇建设目标，
专题研讨《关于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案例》，组织镇村干部学习，
印发实施方案， 成立领导小组，
确立目标任务， 明确责任分工，
强化部门协同。 采取“党政主要
领导、包村领导、包村干部、驻村
队伍 、村干部 、各村公益性岗位
人员 ”的 “五级联动 ”工作机制 ，
镇主要领导深入一线带头示范，
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统一思想
认识。

宣传动员聚民心。 采取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手段，通过
发布公告 、悬挂横幅 、出动流动
宣传车等方法， 广泛发动组长、
驻村干部、党员、人大代表、网格
管理员和志愿者，深入每家每户
宣传 。 组建全镇整治工作攻坚
群 ，实行 “晾晒评 ”制度 ，通过整
治前后对比，找差距、定目标、拿
举措 。 推广农户门前 “四自一
包”，发挥村民互相监督作用，举
办 “环境文明户”“美丽庭院”等
评选。

突出重点强举措。 全力推动
3 个“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突
出镇域范围内 316 国道、河滨路
和蒲田路三条主干线 ，150 余名
镇村干部组建三个攻坚小组，彻

底整治沿线农户“三堆六乱”、残
垣断壁及环境卫生等突出问题。
聚焦县级交办问题整改销号、自
查摸排 156 处问题一对一整治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重点解决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村
容村貌等方面问题。

建章立制保常态。 完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责任体系和考核评
价体系，推行“日巡查、周评比、月
通报”、周五固定大扫除日、环境
卫生整治机动小分队等制度，实
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巡查和整改
等长效机制。 运用“国企带镇村”
模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
理等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
供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技术和经
验等方面支持。

蒲溪镇以“千万工程”经验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高滩镇高标准完成 5000亩烟田备栽

本报讯（通讯员 胡桉赫）石泉县池河镇
近年来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 围绕
“生态立镇、产业旺镇、商贸强镇、旅游兴镇、
文明治镇”的工作思路，完成了金蚕大道、集
镇风貌提升改造、合心大桥、五爱大桥、文体
中心休闲广场等多个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
设提升小镇环境和群众生活质量。

坚持“以合为要”，凝聚金蚕小镇“共建
力”。 该镇坚持精心谋划、匠心推进，党委主
要领导先后多次带队前往江苏、四川等地考
察学习，从多家高规格设计单位方案中遴选
出金蚕小镇建设规划设计方案。 同时，利用
村务公开栏、街头横幅、宣传手册、LED 显示
屏、一封信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发动村民参
与集镇建设，凝聚了强大的群众合力。

坚持“以改为擎”，焕发金蚕小镇“新颜
值”。该镇将立体改造、环境改造作为金蚕小
镇建设的关键抓手，全面实施美丽集镇建设
“三大行动”，推进“空中、墙面、路面、河道”
改造，实现以改提升、以改焕新。集镇区域更

换路灯、铺设人行道车道、改造文体中心休
闲广场，实现“增设施、提品质”；明星村打造
独具特色的沧海桑田景区，争做石泉旅游新
牌面；五爱村新建的金蚕大道 ，为 “一河两
岸”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坚持“以文为魂”，书写金蚕小镇“文韵
风”。该镇以“鎏金铜蚕”文化为背景，融入丝
绸、蚕桑两大文化元素，打造了“鎏金铜蚕、
丝路之源”的文旅小镇。依托镇金蚕展览馆、
金蚕文化公园，为小镇注入了“金蚕”文化底
蕴；聚力打造池河两岸景观，不断彰显出山
水人文交融、传统现代交汇、乡愁乡韵交织
的小镇特色。

坚持“以产为核”，搭建金蚕小镇“致富
桥”。该镇将壮产业、促增收作为集镇建设的
核心支撑，搭建产业平台，推动集镇产业化、
特色化、融合化发展。 力建村、新兴村、良田
村、 双营村共规划打造 1000 亩订单预制菜
和高效蔬菜保供基地，走出了预制菜产业链
发展之路；镇域内入驻锦帛瑞化纤工业有限

公司、社区毛绒玩具厂、康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解决了镇内近 3000 名群众就业的难
题；五爱村依托河海大学资助建成的现代科
技农业园，科学规模化种植羊肚菌，在种植
农忙期采摘户一天能挣 100 元，既带动了附
近群众务工增收，又助力了村集体经济壮大
突破；建好明星村的万亩桑海、玻璃滑道、特
色民宿，每年游客量高达 10 万余人次。

坚持“以治为基”，筑牢金蚕小镇“硬堡
垒”。该镇将强党建、优治理作为金蚕小镇建
设的基础抓手，深入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活动，将全镇划分为 170 个网格，基本实现
“人在网中走、事在网上办”。全镇各村的“乡
风文明超市”通过文明换积分、积分换奖励，
培育了优良的乡风民风；集镇社区创建“党
建+街长制”服务品牌，实现街巷有队伍、居
民有诉求、事事有回音，为进一步推动金蚕
小镇建设营造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
社会环境。

池河镇全力推进金蚕小镇建设

编者按：
茶香遍野，茶人喜悦。 4 月的安康总是绕不开

“茶”这个关键词。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我市茶园面
积已达 112万亩， 年产茶 5.5 万吨， 综合产值 330
亿元，“安康富硒茶”呈现各品类竞相绽放、市场产
销两旺局面，超过 60万人依靠茶产业实现增收，安
康乡村振兴在茶叶上大有文章可做。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 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 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

① 上春山，品香茗。 毛润 摄
② 茶韵情浓。 李成菊 摄
③ 送技术到茶园。 周濬 摄
④ 小小绿叶承载致富梦。 储茂银 摄
⑤ 香茗生“金”。 姜波 摄
⑥ 一杯安康富硒茶。 陈德模 摄
⑦ 税费宣传小分队茶山宣讲优惠政策。 陈荣斌 摄 ⑦⑦

⑥⑥

⑤⑤

④④

③③

①①

②②

孝义文化绽放幸福之花
通讯员 刘一薇 晁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