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黄桃成熟的时节，位于
汉阴县城关镇龙岭村的黄桃园也迎来
了大丰收，艳阳下，黄桃树上挂满了沉
甸甸的果实，金黄色的果子在阳光下闪
耀着诱人的光泽，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前来采摘品尝，感受丰收的喜悦。

走进龙岭村黄桃种植基地，放眼望
去，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一颗颗成熟
饱满、硕大圆润、金黄剔透的黄桃随风
摇曳，浓郁的果香阵阵袭来，着实“桃”
醉人心。 种植户刘宏正跟妻子手持竹
篮，忙碌地穿梭于黄桃园中，小心翼翼
地采摘下一枚枚成熟的黄桃。

“我们种的有黄桃中油 13 号、黄桃
秋彤这两个品种，黄桃秋彤这两天刚好
施花，这个品种不错，个头大，口感吃着
清脆、香甜，晚熟黄桃中油 13 号在 8 月
15 号左右上市， 我今年套了 30000 个
袋子，一个袋子平均半斤的话，最低收
入有 1 万多斤，我们销售价一般六元钱

一斤，在八月十五左右成熟，欢迎大家
来品尝我们的黄桃。 ”种植户刘宏满脸
笑容地说道。

刘宏告诉笔者，通过对黄桃精心管
护，今年的黄桃长势特别好，不仅个头
大、色泽鲜艳，而且口感甘甜多汁，品质
上乘，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每年我们都在这里购买桃子，这
两天龙岭黄桃成熟了， 味道相当不错，
我准备多买一些带回去送给亲戚朋
友。 ”消费者张先生说。

据了解，近年来，汉阴县因地制宜，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壮大特色产
业，发展火龙果、黄桃等特色产业，今年
汉阴县城关、 双乳等乡镇种植黄桃近
140 余亩。 随着初秋来临，黄桃陆续迎
来成熟期，采摘期可持续到 9 月，黄桃
成熟上市， 不仅带热了近郊采果游，也
为果农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夏日的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 绿树成
荫、曲水流觞、景色宜人，干净整洁的村道两
旁，民居墙体彩绘的“孝义文化”独具特色，
置身其中， 感受的不仅是和美乡村风景，更
有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和强村富民的底气。

中堰村村容村貌的变化得益于久久为
功的人居环境整治， 更来源于孝义文化浸
润，该村党支部书记邓超介绍，今年以来，中
堰村响应县镇两级号召，秉持“千万工程，环
境先行”的发展理念，以基础设施修缮、路灯
安装亮化、污水处理美化、村内环境绿化为
抓手，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推动孝
义善举培育工程，持续开展“孝义善举·精神
家园”主题实践活动，融合孝义文化，打造孝
义善举样板村， 在全村上下形成了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不断刷新乡
村颜值。

环境整治靓底色

作为全镇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中堰村
以“扫干净、摆整齐 、改旱厕 、清污淤 、拆违
建、除残垣、增绿化、兴产业、补短板”27 字
方针为牵引，全面调动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以打造“庭院
秀美、干净整洁、家风清正”的宜居家园为目
标，深入开展“田园美、庭院美、居室美、厨厕
美、家风美”的“五美”行动，不断提升村民群
众环保意识和人居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形成

了人人参与、户户向美的生动局面。
美丽乡村需要外在美好环境 “塑形”与

群众幸福生活“铸魂”两手抓。 今年以来，该
村以“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村干部
主动下沉、入户走访，认真听取村民对乡村
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意见和建议，积极处理
大家反映的“难点”和“堵点”，通过“一户一
策”量化积分，实施动态管理，有效解决了人
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全村环境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爱干净、爱整洁、重长
效，成为村民群众的行为自觉，人居环境从
“一时美”实现了“时时美”。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变整洁了， 闲置土
地变成了小菜园， 乱堆乱倒的问题消失了，
大家都会主动收拾自家的房前屋后，对脏乱
差的环境有了廉耻感，邻里之间关系更和谐
了，大家住在这里也越来越舒心。 ”老党员黄
尊海感慨道， 人居环境的变化显而易见，村
民的感受也真真切切。

孝义文化成风尚

为深入推动孝义善举培育工程，今年以
来，中堰村以“种孝义文化、育孝义新风、扬
孝义善举”为抓手，营造孝义善举全民参与
的良好氛围，通过孝义文化引领，启智润心，
涵养向上向善村风民风。

沿汉漩路向中堰村民兵产业园而行，孝
义文化标语、 孝善故事壁画不时映入眼帘，

荷花塘 、 智慧大
棚 、 特色林果园
区风景宜人 ，产
业路两旁的孝义
文化长廊与产业
园 景 色 相 得 益
彰 ， 宣传孝义善
举的壁画 、 宣誓
墙 、 石雕营造出
行孝崇德 、 向上
向 善 的 良 好 氛
围 ， 吸引了众多
村民和游客纳凉
休闲。 乡村振兴、
环境整治 、 村规
民约 、 乡土文化
等内容生动地进
行宣传展示 ，成
为村里一道亮眼
的风景线。

每月开展一
次孝义善举故事
会 ， 每季选树一
批孝义善举道德

模范，每年用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高龄老人购
买一份医疗保险。 为充分发挥 “以孝治家”
“以孝治村”的引领力，今年三月，通过村民
代表大会决议，中堰村制定了符合村情民情
的孝义善举培育工程实施方案，以活动为牵
引，以点促面，坚持把孝义文化建设作为推
进乡村治理的“软实力”，引领党员干部和村
民群众在关爱老人、就业创业、富民增收等
乡村振兴民生事项领域持续发力，大兴以孝
善为荣、以孝善为美、以孝善为德、以孝善为
要新风正气，满足村民群众追求向善向好幸
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以前村里有老人离世， 肯定是大摆宴
席才觉得风光。 现在通过孝义善举故事会和
宣讲教育，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老人
生前多尽孝道，老人‘走’了，没必要铺张浪
费……” 中堰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吴大群介
绍，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最大的改变。

美丽风景变“钱景”

村庄环境美了，带来的是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红利，也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今年，中堰村利用民兵产业园建设积极
推进 AAA 级景区创建， 先后引进澳洲龙虾
养殖、观赏鱼养殖等高效农业产业项目助推
富民强村，并持续推动智慧大棚三期项目建
设，采用“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发
展模式，将为 23 户农户带来土地分红、盈利
分红、务工收益等收入，预计为村集体带来
30 余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我们注重孝义文化与乡村自然风貌相
融合，把‘孝’与‘孝道’形象化、具体化，以激
发和弘扬新时代孝道精神和家国情怀。 ”中
堰村党支部书记邓超介绍，目前，正在推进
民兵产业园国防教育基地项目，把孝义文化
与军旅文化元素融入产业园，通过设置战斗
机、大炮等一批国防教育实物，运用“静态展
览+动态体验”的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
教育，让党员干部、村民、游客、青少年学习
和感悟中国孝道文化，实现家庭“小孝”和爱
国“大孝”的深度融合，全面打造具有中堰特
色的“孝义善举”特色品牌的孝义文化教育
实践基地和爱国教育阵地。

从智慧果蔬大棚无土栽培、 气雾培、水
培、基质培等现代农业，到孝义文化的加持，
再到国防教育阵地的升级，中堰村依托优势
资源，持续推动农文军旅融合发展，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美丽田园的风景都将是未来发
展的“钱景”。 全村上下在村“两委”的带领
下，也进一步凝聚共识，撸起袖子加油干，勾
画美丽乡村新蓝图。

八月的石泉县迎丰镇， 掩映在一片浓郁的
绿荫中，沿着蜿蜒的公路疾驰而上，沿途的村落
皆呈现出整洁靓丽的新风貌。 阡陌农田里，清风
送来阵阵稻香；山林之下，密密麻麻的魔芋乘着
阴凉奋力生长；农家院落中，六畜兴旺的喜人场
景映照着村民的好日子。 洋溢在村民脸上的笑
容成为幸福生活的鲜明注脚， 乡土大地的振兴
景象正在迎丰镇徐徐展开。

近年来， 石泉县迎丰镇充分发挥生态资源
优势，盘活绿色产业，积极运用 “千万工程 ”经
验，聚焦和美乡村建设，在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同时，狠抓乡村特色产业建设，把村庄
美、产业强、村民富、乡风好的振兴愿景变为现
实图景，打造出宜居宜业的“三农”样板。

聚焦美丽乡村提质增颜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是
迎丰镇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一场硬仗。今
年以来，迎丰镇坚持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紧盯薄弱环节，不断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再强化、再提升，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增“颜值”、升“品质”、固“成效”。

在红花坪村， 道路两旁早已栽下的绿植花
卉芬芳迷人，为村庄增添无限秀色。路旁的民居
整齐靓丽，灰瓦白墙满溢乡愁，篱笆小院诗意尽
显。 “以前我也不太讲究这些，门前这块空地都
堆的纸壳子，后来镇村干部上门给我们讲政策，
又主动帮忙清理， 后院那块长满杂草的地方也
给弄好了，还围上了篱笆，我就栽了一些葱，看
上去美观多了不说，还把空闲地利用起来了，真
是不错。 ”提起环境整治给自家带来的变化，村
民陈大妈便打开了话匣子， 言语间尽是感激与
认同。

为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该镇持续推进“扫
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及“两
改一退”、乱搭乱建拆除工作，切实解决村庄环
境脏乱差问题，常态化组织开展“环境大比拼”
“周二周四大清扫”等活动，重点在发动全民参
与上下功夫，推行积分制、评议制、晾晒制，激发

群众参与主动性和积极性，奋力实现村村整洁、
户户干净。

与此同时， 全镇各村以村道路口、 公路沿
线、景区周边、人口聚集区为重点，保留乡村风
貌 ，突出乡村特色，坚持“微投入 ”、采取 “微工
程”、建造“微景观”，因村制宜、因户施策，就地
取材、彰显特色，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和乡村
建设，着力培育示范户、示范院落、示范村，抓点
示范、串点成线、连线成带，不断提升村容村貌，
真正让乡村更有自然韵味、更有本真品味，让乡
村人居环境由“面子”向“里子”延伸 ，从 “局部
美”向“全域美”转变。

如今，行走在迎丰镇的任何一个村庄，都能
看见靓丽多彩的美丽村居、 和谐宜居的生态环
境、 富民强村的绿色产业……它们共同编织出
魅力迎丰的多彩面貌，引领全镇 6000 余名群众
迈向富裕美好的康庄大道。

狠抓特色产业拓宽富路

正所谓乡村要振兴，产业须先行，村民的致
富路， 村集体的致富经更离不开产业项目的带
动。 早在“十三五”期间，迎丰镇政府便根据当地
传统特色和地理优势， 因地制宜选准了产业发
展方向。数年时间，在历届党委班子一届接着一
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统筹谋划下，迎丰镇的
产业特色愈发鲜明，形成了“优芋、兴桑、扩畜、
抓特”的发展布局。

迎着初秋的旭日， 记者一行走进该镇的三
官庙村。作为省级重点帮扶村，三官庙村的产业
呈后发之力稳步向前， 展现出多点开花的产业
面貌。 背靠耸立的群山，400 多亩林下魔芋长势
正旺。 村支部副书记徐野告诉记者，三官庙村原
来的产业基础很是薄弱，林地多耕地少，为了壮
大村集体经济，便把魔芋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
“魔芋喜阴，管护起来相对简单，一般我们都是
头年种、次年收，今年又新发展了 50 亩魔芋。 为
了拓宽增收途径，去年栽了 50 亩黄精、20 亩茄
子，还引进大户盘活生态渔场，每年给村集体交
8000 元管理费。除此之外，还有 50 亩猕猴桃、50

亩虎杖、150 多亩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90 多亩
大豆，已经建设好的 26 个大棚马上就能投入使
用，准备发展食用菌产业。去年我们村集体的收
入突破 20 万元大关，今年有望再增长一些。 周
边群众通过劳务用工、入股分红、土地租金等方
式，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在农村自给自足不成
问题。 ”透过徐野自信的话语，可以清晰洞见三
官庙村的产业正呈蓬勃之势迈步向前。

产业大户赵国元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2017 年，原本在外务工的老赵因村上号召回到
家乡，成立了火石窖种养合作社，栽植魔芋 70
多亩，去年又种了 10 亩黄精，种地之余，他也没
让自家的圈舍空着，买了 10 余头小猪仔就养了
起来，农闲时还要去园区务工。 靠着勤劳上进，
赵国元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 10 余万元，村民敬
佩之余也不免感到艳羡。 “其实在农村，只要人
勤快就能挣到钱，再加上现在政策也好，遇到困
难了，政府都想办法帮咱，像我种的魔芋和中药
材，政府牵线给找了企业签订单，种出来就有人
收，我也不担心销路问题，埋头苦干就有收获。 ”
挥着锄头在田间忙活的赵国元， 擦擦额头上的
汗珠，朴实的笑脸上满是对生活的期许。

夯实集体经济发展之基

展眼山乡之间， 三官庙村只是全镇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 更多的发展故事还在这片土地
上日复一日地上演。

在迎丰集镇以西的梧桐寺村， 丘陵间翻滚
的绿浪昭示着蚕桑产业的兴旺。 梧桐寺村党支
部副主任蔡名勇，既是村上的干部，也是当地的
养蚕大户，一年养 10 多张蚕，年增收 3 万余元。
在能人大户的带动下， 兴桑养蚕的农户越来越
多，一些年龄大养不了蚕的农户，也把自家的桑
叶卖给村集体或其他养蚕农户， 让树上的绿叶
子变成致富增收的“金叶子”。 今年 60 多岁的村
民储茂玲，家有 5 亩桑树，每年光卖桑叶就能增
收数千元。

除了蚕桑产业外，村上还有 180 多亩水稻、
200 亩魔芋、200 多亩的中药材， 它们共同支撑

起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 为拓宽产业渠
道，村党支部副书记袁世清另辟蹊径，成立了石
泉县民富源生态香猪养殖场， 用养殖业开拓出
致富路。 “我们的香猪一般都要养殖一年半以上
才会出栏，虽然比其他品种的猪价要高一些，但
是因为猪肉本身品质好，所以销路也不愁。 今年
养了 700 多头猪，其中有 400 多头都是香猪。 到
了年底我们还会制作腊肉， 这几年主要卖到西
安、四川等地，一年能带来十多万的收益，还是
一项不错的好产业。 ”掰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的
袁世清，对产业前景充满信心。

事实也的确如此，去年以来，除了产业大户
的带动，依托冷水稻、魔芋、畜牧、中药材、蚕桑
等产业， 梧桐寺村集体经济盈利 20 余万元，今
年有望突破 30 万元。 看着账面上日益增长的数
字， 石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驻梧桐寺村第一书
记曹伟感慨地说：“只要坚持多条腿走路， 发挥
勤干苦干的精神，农村也能有大作为。 下一步，
我们还准备借助桃花岛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农
旅产业，积极延长农旅融合产业链，让更多老百

姓在乡村振兴路上找到增收新途径， 实现村民
腰包和集体经济双丰收的目标。 ”

在集体经济成大器的范例中， 除了三官庙
村和梧桐寺村， 还有庙梁村的产业势头也极为
强劲。 村上的蚕桑、魔芋、茄子、中药材生机无
限，为村民在家门口致富注入了源头活水。

而将全镇的产业细细梳理一遍， 就能发现
在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之间， 迎丰镇早已插上腾
飞的双翼，托举全镇百姓迈向新的起点。 截至目
前，全镇已打造魔芋示范点 7 个，做好全镇小蚕
共育全覆盖， 建设了全县镇级标准化智能养蚕
工厂， 在巩固现有 1200 余亩中药材的基础上，
新增发展 1000 亩，着力打造出以红花坪村为核
心的黄精种植及育苗基地和以梧桐寺村屯子沟
为核心的中药材县级园区。 通过招引培育，与陕
西般若宏道商贸公司签订 5 万斤冷水米订单，
动员在外能人返乡投资，建成年投产 30 万尾鱼
苗的特色冷水鱼养殖基地（现已投产 10 万尾），
镇域产业呈现出向兴向美的新格局， 蝶变乡村
正踩着振兴鼓点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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