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村容村貌变化很大，群众精气神
也有明显提升，这都是开展孝义善举培育工程
带来的变化……”近日，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
的院落会上，一支由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新乡
贤、致富带头人为骨干的宣讲队把“孝义善举
道德讲堂”搬到了群众“家门口”，向群众宣传
文明新风，为实施“千万工程”提质赋能。

作为汉阴县城关镇确定的 “千万工程”示
范村之一，近年来，五一村坚持从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产业发展、家风家训育人方面持续发
力，实现了从“外在美”到“内在美 ”的迭代升
级，整齐划一的民舍、绿意盎然的稻田、农旅融
合的产业，在五一村处处尽显，一派诗意田园
的景象。

五一村有着厚重的集体经济家底，花遇湾
牡丹园、金丝皇菊产业园、稻油轮作示范基地
等田园经济是五一村推动“千万工程”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最大底气。在国企带镇村发展机
制的加持下，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提升，
村庄蝶变日新月异。 “村民富了口袋，更要富脑
袋。 ”五一村县人大代表吴大刚介绍，今年以
来，五一村以孝义善举培育工程为牵引，着眼
村庄精神文明建设， 大力推进文化惠民行动，
先后开展家风家训诵读、传统戏曲展演、全民
阅读分享、美德故事宣讲，不少村民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了教育，树立了参与文明创建、助力
富美家园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为“千万工程”注
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千万工程’关系全镇八万群众的民生福
祉，对于城关镇的群众而言，‘千万工程’是什
么？‘千万工程’怎么干？党委政府必须要把‘千
万工程’的蓝图制定好，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引
导，用通俗易懂的话把政策讲清楚，让党员干
部和群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提振自信自
强的精气神、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该镇
负责人介绍，做好宣传文化引领，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助力全镇上下统一思想，
提升全镇上下文明素养，“千万工程”就一定能

提质增效。
“千万工程”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今年以

来，该镇着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主流思想
舆论，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断加强意识
形态宣传文化思想阵地建设，健全辖区“两微
一端”、文化展演等阵地管理制度，按照立足新
时代、把握新形势、肩负新使命要求，以政治方
向、立场、言论、行为不出错为目标，守牢舆论
宣传主阵地，推动宣传文化强起来，为锦绣汉
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宣传力
量。 为丰富全镇居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该镇结合传统节
日和节庆假日，常态化、长效化地开展弱势群
体及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戏曲进乡村”等形式，开
展文艺演出、座谈会、茶话会等活动，将公共文
化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

为推动文化服务从“送快餐”到“送大餐”
转变，实现群众从“配角”欣赏到“主角”参与，
该镇启动 “四季村晚·花海踏歌” 文化惠民行
动，先后举办赵家河村千亩脆李园徒步游园活
动，月河村樱桃沟“樱李而来·花海寻踪”摄影
打卡文旅活动，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千万工程”
的热情 ，并以“风景美、人物美 、劳动美 、产业
美”为主线，聚焦“城关之美”，组织“凤鸣锦舍
杯·秀出城关美”短视频大赛，引领新风正气吹
进千万家，不断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 新城社
区创新推出“订单式”文化服务品牌“周三邻里
小剧场”， 聚力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节目送
到群众家门口。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策划组织
文化体育活动 63 场次， 推广全民阅读 21 场
次，开展公益性文体培训 29 场次，开办公益大
讲堂 13 期，有效助推了民风向上向善，群众的
幸福感、归属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走进三元村的“道德银行”超市，货架上整
齐摆放着暖瓶、洗衣液、手套、床上四件套等生
活用品，这些物品并不是用钱购买的，必须要
用道德积分来兑换。 2019 年开始，为推动乡风

文明建设， 三元村创新建设了 “道德银行”超
市，从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敬亲、勤劳致
富等方面建立完善了一整套道德评议机制，对
村民进行“一户一档”积分管理，采取一季度一
评议的方式，选树道德模范，实行道德积分兑
换生活物资， 有效激发了村民文明向善动力。
“道德银行” 超市运营以来， 先后评选出好婆
婆、好媳妇、勤劳致富等典型 36 人，引领着公
民道德建设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
喻户晓，以扶贫帮困、生态环保、孝老敬亲等多
个文明实践内容的志愿服务遍地开花，村民见
贤思齐，乡村文明蔚然成风。

干净整洁的道路、排列整齐的民舍、苍翠
欲滴的绿植……行走于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
通村道路，目之所及，一派干净、娴静、舒心的
景象。 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杂石乱堆、垃圾乱
倒，人居环境常年排名全镇倒数，因为位于城
乡接合部的原因，流动人口多，商户经营无序，
诸多因素导致人居环境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中堰村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按
照以“评”促“改”机制，积极开展“卫生示范户”
评选活动，引导村民落实人居环境“四自一包”
责任制，大力推动美丽庭院建设，通过持续精
准发力，“扫干净、 摆整齐、 除污淤、 讲文明
……”逐渐成为中堰村村民的行动自觉。 2021
年开始，该村依托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人文资源
优势，深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先后建设民
兵产业园、智慧果蔬大棚，并以乡风文明建设
带动村容环境大变样，打造了城乡接合部美丽
乡村新样板，通过举办音乐灯光节、特色果蔬
采摘节、 垂钓大赛等文旅活动带火了乡村旅
游， 也让中堰村成为汉阴县辖区旅游打卡的
“新地标”。

五一村、三元村、中堰村……一幕幕和美
乡村入画来的生动故事正在汉阴县城关镇徐
徐展开。 未来，该镇将坚持宣传文化赋能，积极
推动“千万工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蝶变，持
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 坐落于青山绿水间的旬阳市
红军镇红军纪念馆、国防教育馆、核工业精神纪念馆游
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往
昔峥嵘岁月，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缓缓流淌的潘家河、巍峨矗立的龙岗山，见证了先
辈的红色印迹。 时光虽然斑驳了它们的光泽，却不断更
新着新的时代意义。 走进红色小镇红军镇，仿佛推开了
历史的大门，每一座场馆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振兴学
堂记录着那段砥砺奋进的峥嵘岁月，也聆听着古老民族
迈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在核工业精神纪念馆“沉浸式”体
验核工业发展历程，体悟 “两弹一星”（原子弹、氧弹、人
造卫星）精神、“四个一切”（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
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核工业精神、“强核报
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凝聚强国力量。 沿
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陕南”浮雕墙徒步约 500 米便到

达了国防教育馆，“科技+创意” 一座全新的展馆令人无
比好奇，迫不及待跟随讲解员步入馆内。

“从积贫积弱的近代史，到大国复兴的奋斗史；从人
民军队战斗史， 到大国重器强军路……百年党史波澜壮
阔，强军征程一路向前。”走进馆内，听着讲解员声情并茂
的讲述，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一幅幅图片……无不向游
客述说着革命先辈为了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
抛头颅、 洒热血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们坚定信念、 义无反
顾、斗争到底的崇高精神。 勾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对当
下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据悉， 新建成的国防教育基地集教育功能、 体验功
能、素质拓展功能为一体，总布展面积 1500 平方米，展示
“国之重器”模型、红军战时用品、再现九龙山战斗场景、
VR 军事体验、军事体验跑道等，借助 AR、VR 等手段全

景再现历史场景，让游客穿越时空、走进“现场”感悟革命
历史。

厚重的革命历史，教育着新时代的红军人，也吸引着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红军镇借助“红色之旅”这股热
潮，不断夯实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发展要素，提升旅
游服务品质，推进“旅游+”融合发展，打造集观光、农耕、
采摘等为一体的红色旅游品牌， 引进 3D 仿真、 动漫技
术，实现红色故事的数字化、虚拟化产业升级。

历史从未湮灭，信念永存心间。红军镇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着力通过完善
机制体制、创新管理方式等举措，全力做好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传承开发建设，建设好、守护好陕南人民心中的“精
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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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河村《蒋氏族谱》传承 195 年
记者 于延琴

在汉阴县观音河镇，提起蒋孝柱，可谓鼎鼎有名。
不单是他曾在村上当了近 30 年的村干部，热心为民服
务，更因在他家中有一套完整且流传了近 200 年的《蒋
氏族谱》。

今年 79 岁的蒋孝柱， 家住观音河镇观音河村 5
组，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自打从父
辈手中接过这套家谱， 身为长子的他就承担起了将家
风家训传递给小辈的重担。

6 月 20 日， 记者在蒋孝柱家中看到，《蒋氏族谱》
开本较大，是六眼装的“线装书”。在“蒋氏家谱”的封面
上写有“道光九年阳月新鐫”。 仔细算来，道光九年，即
公元 1829 年，距今已有 195 年。

家谱不光记录了家族历史，还传承了家风家训。蒋
孝柱告诉记者，父亲在世时，就经常向他们这一辈讲家
族的历史。 至此，祖上前辈的姓名、经历、归宿，才慢慢
清晰起来。

“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耕读传家的思想，要做有
道德的人，要敬祖睦邻，不要贪得无厌等。 正是这种家
风家训，令我受益一生。 ”

蒋孝柱感慨，家谱中记录的家风，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 却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文化。 这种文化作为标记符
号，世代相传，不亚于血缘传承。

蒋孝柱说正是因为家风家训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这一生与人为善，以德服人。 在村上从大队会计干起，
直到村党支部书记退休，30 年如一日， 全心全意为村
民服务。 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他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也得
到了各级党委、 政府的肯定。 先后被汉阴县委表彰为
“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观音河镇党委表彰为“道德
模范”等。

家风正，则后代正。 蒋孝柱传承了父辈优良家风家
训，时常给子女们讲家族的历史，让他们回味前人的奋
斗历程与责任担当，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像一股暖流，
滋养着子孙后辈。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 4 个子女都
很有出息且孝顺。 大儿子蒋友全在浙江一家企业工作，
是技术骨干，其子蒋序杰从西安科技大学毕业后，在深
圳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总部上班； 二儿子蒋友亁虽自小
患有小儿麻痹症，但自力更生，还成了养蜂大户；三儿
子蒋友安在福建莆田市开办了一家塑料加工厂， 四儿
子在本地一家企业上班，女儿蒋滨梅也在本地工作。一
家人团结和睦，互帮互助，隔三岔五聚会，逢年过节祭
祖。

百年家谱，百年沧桑。 这本传承近 200 年历史的族
谱，见证了蒋氏家族的百年历史，是凝结散居各地蒋氏
后裔情谊的宝贵凭证， 也折射出时代洪流中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家谱的魅力所
在。

景区里建起了书屋、自然山水成为赛场、各
种创意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宁陕厚植生态和
文化优势，蓄积绿色发展动能，创新“旅游+”融
合发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让文化与旅游激
情碰撞，多点开花。

“这个书屋的建设感觉特别有新意，让我们
在游玩的闲暇时间，丰富文化储备，特别是对面
的民俗博物馆，我感觉也特别的好，我家小孩对
里面东西都很好奇， 展览的都是我们祖辈劳作
的工具， 能让孩子更多地去了解我们的农耕文
化。 ” 从安康来的游客李先生对于渔湾逸谷
AAAA 景区“秦岭书屋”和博物馆赞赏有加。

在推进景区景点建设中， 景区景点充分考
虑不同游客需求，完善文体设施，构筑多元立体
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形式。秦岭书屋、秦岭峡
谷漂流景区、秦岭自然博物馆等文体设施，赋予
景区景点丰富的文化内涵， 让游客在绿水青山
的氧吧里享受丰富的文旅体验。

“苍龙峡苔藓植物保育基地和秦岭苔藓谷
将会帮助广大民众更加了解苔藓植物， 热爱苔
藓植物，加入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来，
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另一种生态景观。” 筒车
湾镇党建办干部王雪对陕西筒车湾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联合秦岭国家植物园共同建设 “苍龙峡
秦岭国家植物园苔藓保育基地”给予高度评价。
苔藓基地围绕中国苔藓博物馆、 苔藓植物研究
工作站、专家楼，将逐步形成国内一流的苔藓植
物研究、保护、交流、展示和科普教育基地，成为
“中国苔藓第一谷”。

宁陕县筒车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将苔藓资
源作为文化产业链发展，不仅活化了文化，还将
以时尚、新潮、创意的文旅活动，扩大旅游目的
地客流，提升旅游内涵，实现文化与旅游的“双
赢”。短短几年，宁陕培育了一批围绕红色教育、
历史文化、生态农耕等研学基地，类似四亩地镇
柴家关村的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五郎关红
色文化长廊等红色文化景区景点。

完善的文化设施与丰富的文化产业相互交融， 为宁陕的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加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很开心参加本次宁陕的自行车赛，路过了子午湖，沿途的风光特
别美，这边的人民特别热情，如果明年你们再举办活动的话，我们一定
还会来参加。 ”参加环子午湖自行车赛的西安选手肖雅楠开心地说。

5 月 7 日上午，“畅游秦巴汉水 乐享运动安康”安康市第二届生态
运动会暨“秦岭之心 绿都宁陕”2024 年环子午湖自行车赛在宁陕县成
功举行。 自行车赛是体育赛道、文化赛道，也是经济赛道。 不仅为参赛
者提供了享受比赛、享受运动的更多机会，更为展现宁陕发展魅力打开
了一扇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宁陕的好山好水。

今年以来，宁陕围绕“秦岭山水体育旅游经济圈”建设，以“山水秦
岭·山地运动”为主题，举办中国·秦岭（宁陕）峡谷漂流、“龙腾绿都”快
乐奔跑等旅游赛事活动，将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引进到旅游开发中，实
现了文体事业与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相互促进。同时，积极邀请媒体、作
家来宁采风，举办“秦岭之心·醉美宁陕”子午道文化采风，安康新媒体
联合会走进宁陕等丰富的活动让宁陕的好山好水真正“活起来”。

随着“文旅+”“+文旅”边界的拓宽，文旅融合正与全县的发展同频
共振，宁陕已然呈现出“人气旺、旅游热”的喜人景象。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仲夏时节，汉阴县双乳镇千亩
荷塘景区的荷花陆续盛开，清雅的荷花与翠绿的荷叶相互映衬，阳光洒
落在碧绿的叶片上，闪烁着晶莹的光泽，与微风中的花香交织成一曲夏
日的赞歌，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赏美景。

傍晚的阳光洒落在双乳荷塘上，整个荷塘仿佛被金色的光芒唤醒。
走进双乳荷塘，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荷花或含苞待放，或迎风盛开，宛
如绿色的波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每一片荷叶都圆润而饱满，似翡翠般
晶莹剔透，微风拂过，荷花随风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除了荷花的美丽，景区内的旅游观光小火车亦是受到游客的青睐。
随着旅游观光小火车缓缓行驶，途经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令人目
不暇接，荷塘内优渥的生态环境，清澈的湖水、碧绿的荷叶、娇艳的荷花
以及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亭台楼阁构成了一幅别样的夏日美景， 荷花
盛开不仅为当地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也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亲
近自然、享受夏日的好去处。

“我们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听说汉阴有个千亩荷塘，然后今天
下班之后，从安康市区赶过来的，这里景美、人美，推荐大家来转一转，
我们一会儿还准备带上小孩去坐小火车。”游客汪女士一边拍照一边说
道。

据了解， 双乳荷塘景区今年被正式命名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是汉阴县建设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和“一心三线五花湾”生态旅游布局
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地理优
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千亩荷塘三产融合，以旅游、生
态、度假为依托实现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活力。

红军镇里客如云
通讯员 王登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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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荷塘景致浓
通讯员 贺珍珍 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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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艺艺演演出出

秦秦岭岭峡峡谷谷漂漂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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