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高气爽时，瓜果飘香季。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时节，走进汉滨
区茨沟镇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只见串串五颜六色的葡萄圆润饱满，
在阳光下散发着阵阵醉人的果香。

深入园区，前来务工的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甜蜜的葡
萄不仅让本地村民鼓起了腰包，也推动了当地农旅产业的发展，不少
游客慕名而来，品尝豆腐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尽享丰收的喜悦。

“我家孩子在西安上班， 正好这几天休假就带我来构家坝摘葡
萄，这葡萄又大又甜，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游客李女士说道。

茨沟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茨沟镇构家坝村， 交通便利、 气候优
渥。 “十三五”期间，园区负责人杨婷婷从西安市鄠邑区引进葡萄种苗
及种植技术，利用当地富硒优势打造富硒葡萄品牌，结出的葡萄果形
大、甜度高，目前主要种植有阳光玫瑰、户太八号、南太湖等葡萄品
种，深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的园区现在种有 20 多亩葡萄，已经进入采摘期，主要产出
供销给当地的水果经销商， 还有一些周边的游客前来采摘， 订购礼
盒。 每年的采摘时间从七月持续到十月。 今年产量有八万余斤，产值
能达到 30 余万元，园区内还种植了十余亩金丝皇菊，今年十月份就
可以开始采摘了。 ”杨婷婷介绍道。

近年来，茨沟镇党委政府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引入种植技术、专
业人才，由启程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从事果蔬种植、粮油生产等
产业，并为周边农户提供加工销售和农技指导等服务。 目前，该合作
社已流转土地 587 亩，其中发展蔬菜种植 30 亩、葡萄种植 60 亩，年
产值 130 万元。 497 亩冬桃基地建成后，合作社年总产值可达 470 万
元。 经过多年经营，已辐射 50 余户村民发展果蔬种植及休闲服务产
业，总计带动就业 100 余人，人均增收 3000 余元，2023 年获评汉滨区
农业示范园区，为全镇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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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如火的 8 月，汉滨区文化馆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依托总分馆体系，深化紧密型公共文化服务共同
体构建，将高质量文化资源精准送达基层，为群众编
织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文化图景。

汉滨区文化馆与各分馆并肩作战，成功举办了一
系列旨在传承文化精髓、提升群众艺术修养的活动。 8
月伊始，江北街道分馆便以插花培训为引子，引领参
与者步入艺术殿堂，感受生活之美与花艺之韵。随后，
县河镇分馆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文化小
康再行动”非遗剪纸培训，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贴近
民众生活。

针对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汉滨区文化馆精心策划
了系列文化活动。 在老城街道办事处五星社区，为期
数日的“非遗进社区”暑期青少年假日文化月艺术培
训，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他们亲手体验剪纸、
超轻粘土等非遗项目， 深刻领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
蕴，激发了对非遗传承的热情。

新城街道双堤社区同样热闹非凡，非遗剪纸公益
课堂与非遗项目展示活动相继登场，居民们近距离感
受非遗的独特魅力，赞叹不已。 而紫荆镇分馆则巧妙
融合非遗剪纸与超轻粘土艺术，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场
创意无限的暑假手工培训，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汉滨区文
化馆在推进紧密型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方面的
积极探索与显著成效，更彰显了其在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提升全民艺术素养方面的不懈努力与坚
定决心。 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渠道，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近段时间，岚皋县的“村 BA”文旅挑
战赛异常火爆，这也是岚皋县举办的第二
届巴山汉水 “陕西村 BA”体旅促商贸活
动，不禁让我们这些友邻县区的文旅人蠢
蠢欲动，迫不及待想去现场感受一下精彩
氛围。

8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约上几个好友
驱车一同去往岚皋县， 虽然说已经立秋
了，但是中午的太阳依旧火热暴晒，同行
几人便商量，“村 BA”应该是晚上才能观
看，现在去巴山大草原看看，一个小时便
到了巴山大草原，后又返回到杨家院子农
家乐吃了个农家菜，眼见天快黑了，我们

急忙前往岚皋县城去看“村 BA”。
赛事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彩旗招

展 、锣鼓喧天 ，好生热闹 ，因为观看 “村
BA”是免门票，所以主会场出入口人潮涌
动，迟来的观众只能在主会场两侧的小广
场看着 LED 显示屏观看现场直播， 但是

也都有凳子坐。
我们也来得比较晚，因观众实在太多

了，故而无法进入主会场，但是感觉这么
远来看“村 BA”，只看个现场直播实在心
有不甘，又不好意思联系岚皋县文旅广电
局的同仁们。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便走上前来问我
们是不是外地来的游客，介绍说岚皋县针
对外地游客开通了绿色通道，只确认了身
份证的信息，就有执勤民警指引我们进入
了“村 BA”的主会场。

一场特色的“村 BA”文旅活动，不仅
让我们大饱眼福，这一条特殊的“绿色通
道”更让我们感受到岚皋县在促进旅游业
态发展、 提升区域知名度方面所做的努
力， 其细致的服务为留住游客奠定了基
础，也擦亮了“巴山画廊·硒旺岚皋”的文
旅招牌，让人记忆犹新，深为赞叹。

据《白河县志》记载，白河县内曾发现
硫铁矿、银金矿、石灰岩、绿松石等矿产资
源 20 余种，而硫铁矿资源的储量最大，主
要分布在厚子河流域的卡子镇。卡子镇凤
凰村里端沟境内就蕴藏着丰富的硫铁矿，
由于 20 世纪开采技术落后， 资源利用率
不高，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废弃矿洞和矿
渣长期裸露地面，造成硫铁矿废矿渣经氧
化在裂隙水和雨水冲刷下形成“磺水”，多
年来，厚子河磺水横流、鱼虾难觅踪迹，沿
河村民苦不堪言。

近年来，当地政府加速推进废弃硫铁
矿污染治理，使得卡子镇的生态环境逐步

改善，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卡子镇凤凰村
是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的主战区，境内有
十里沟、发仁沟、和尚庙、布袋沟、白岩头
等五处治理点。 卡子镇党委、政府坚决扛
起治理工程环境保障的政治责任，组织工
作专班深入村组一线，逐村逐户抓好征地
拆迁、 矛盾调处 、 道路保畅等工作 ，于
2022 年底就率先完成了治理任务， 治理
效果明显。

如今， 凤凰村治理工程已全面完工，
如何续写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的后半篇
文章，当地政府在“千万工程”的经验中找
到了答案。

自从被确定为省级 2024 年度“千万工
程”示范创建村以来，凤凰村学习借鉴“千
万工程”经验，以“三改四清五提升”为抓
手， 一体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建
设、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内容。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凤
凰村实施“环境整治+”模式，把每周二定
为“义务清扫日”，扎实开展“扫干净、摆整
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持续推进
“日清扫保洁、周督促检查、月评比公示、
季考核通报”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环境卫生红黑榜”、卫
生评比流动红旗和公厕挂牌管理制度实

行以来，敢于“揭短亮丑”、发动群众评群
众，“评、亮、说”村民自治作用得到有效发
挥。 党员干部示范带动、村民群众主动参
与，生活环境逐渐靓起来了。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
上，凤凰村结合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后续
综合整治提升，以“改厕”“改圈”“改造农
房”三改工作为抓手，按照“整村推进、典
型示范、以点带面”思路，坚持以“农户自
筹为主+政府奖补为辅”， 充分征求农户
意见， 发动农户参与提升改造全过程，形
成了“人居环境共建，美好生活共享”的良
好格局。 2023 年以来，采取多户联改水冲
式卫生厕所 58 座，改造圈舍 63 个，推进
“功能现代、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
保、 风貌协调” 的现代宜居农房改造 97
户， 受益群众达 328 户 1200 余人， 坚持
“面子”“里子”一起抓，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夯实底色。 2023 年 3 月，凤凰村被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名单。

“以前厕所在屋外， 家里的老人和小
孩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现在村上帮我们家
家户户改造为水冲式厕所，不仅方便了我
们日常生活，房前屋后的环境也变得更美
了。 ”凤凰村村民陈世春说道。

茶叶作为凤凰村“一村一品”主导产
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山气候，让茶叶
采摘时节更长，给“光伏+茶园”的实践探
索提供了必要条件。 目前，凤凰村正通过
“公司+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大力
推动“农光互补”茶园建设，将农业生产和
光伏发电结合起来， 有效提高土地利用
率，达到农业种植收益和能源发电效益的
双赢。同时利用建筑屋顶、院落空地、设施
农业、集体闲置土地等，通过屋顶光伏、农
光互补等方式，推进“清洁能源+”项目落
地见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

如今，卡子镇凤凰村里端沟流域河水
逐渐变清，各治理点经过生态修复，土壤
安全了，植被也恢复了，曾经的废弃矿山
重现绿水青山，呈现出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的景象，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赢目标。

最是秋日硕果丰，连日来，秋风渐
渐吹散夏日的热浪，也吹熟了汉阴县城
关镇前进村蒋家沟集中连片的 200 亩
猕猴桃。 一株株猕猴藤蔓上硕果累累、
果香扑鼻。入园务工的农户们抢抓晴好
天气入园采摘，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猕猴桃产业园建起来不久， 我就
到园区务工了，完成修剪藤条、施肥、浇
水、除草、摘果等管护工作，每天能挣一
百来块钱。 ”村民刘小利满脸笑容地说，
自己和十几个村民一起通过培训，掌握
了猕猴桃管护技术，成了园区的稳定员
工，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为村
集体产业发展出了一份力，大家心里都
很踏实。

产业园负责人杨启军介绍，前进村
猕猴桃产业园的土壤是沙土性质，透水
性好，为保证果品质量绿色健康，提升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猕猴桃从种
苗选育、栽培方式、园区管护都坚持精
益求精，利用吊挂微喷技术给果实降温
隔热、微生物制剂防病虫害，确保长出
来的果子个头大、口感甜，开园以来，每

天都会有游客到产业园观光采摘。
据了解，前进村种植猕猴桃的蒋家

沟区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资
源丰富，气候相对温和且雨量充足。 该
村按照 “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模式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猕猴桃产业
发展，通过有机种植、生物防治、配方施
肥、合理负载，打造了标准化、规模化、
品牌化、透明化的特色林果产业，以土
地流转、入园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为
农民群众开辟了多元增收渠道，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甜“猕”力量。

产业兴则乡村兴， 乡村兴则百姓
富。前进村猕猴桃产业只是汉阴县城关
镇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镇按照“一镇多元、一村一品”思
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后在全
镇辖区培育猕猴桃 、樱桃 、葡萄 、蜂糖
李、茶叶、黄桃等特色林果产业 2 万余
亩，形成了集种植、销售、旅游于一体的
多元化发展模式，持续带动了农民增收
致富。

为扎实推进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创建工作， 持续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和健康水平，引领带动广大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近
日，石泉县喜河镇各村（社区）陆续开展秋季全民健身运动会，通过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擦亮文明镇村新底色，孕育乡村社会新风尚。

“加油！加油！”盘龙村文化活动广场此刻正上演着激动人心的拔河
比赛盛况，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双方的队员们扎稳马步、降低重
心、身体后倾，拉紧长绳齐力奋战，拔河绳被两股力道拉的笔直，时常出
现胜负难分的局面，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观众们呐喊助威声响震天，
场面异常火热。

玉米脱粒比赛现场更是人声鼎沸，比赛规则是分组进行手工脱粒，率
先脱完指定玉米数量的小组获胜，不仅考验眼疾手快的剥粒技巧，还要求
手臂持续发力。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只见一根根金黄的玉米棒在村民们
手指舞动之间， 很快就变得光秃秃， 粒粒色泽金黄的玉米雨点般落入盆
中，很快在盆底形成一座座“小山丘”，引得观众掌声和欢呼声不断。

此次盘龙村秋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置了拔河、玉米脱粒、盲人击
鼓等多项富有趣味性的比赛项目，平日里的庄稼汉、农妇们摇身一变成
为了赛场上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与激情，比拼体力和脑力，加
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大家在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的同时，互相交流
经验，分享喜悦，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
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 活动结束后，村委会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参
与活动的村民颁发了奖品和纪念品，让广大村民尽兴而归。

近年来，喜河镇党委、政府以文化体育事业为抓手，大力推进乡村
精神文明创建，组织开展文艺下乡、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等各类文化
体育活动 100 余场次，辖区内建有篮球场 12 个，配备健身器材 167 件，
辖区 19 个村（社区）均选聘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门负责指导村级文化
体育活动。

下一步，喜河镇将持续聚焦乡村文化振兴，不断优化公共文体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引导各村（社区）充分发挥村级阵地作
用，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切实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
神文化需求， 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提上新
台阶，推动文明乡风焕发新气象。

本报讯（通讯员 文婷 熊乐）近日，汉阴县 8.95 万亩水稻陆续成熟
进入收割期。 在城关镇中坝村的水稻种植基地里，从高空俯瞰，稻田阡
陌纵横，一阵微风拂过，金色稻浪滚滚，宛如给大地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广袤的田野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稻谷黄，秋收忙。稻田里，一台台收割机轰鸣作响，一场繁忙而有序
的收割大战全面铺开。 收割机穿梭在稻浪之间， 将成熟的稻穗卷入其
中，瞬间完成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稻谷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农民
们忙碌地搬运着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今年种了一亩多水稻，收成比往年还增长了一些，一家十几口人
吃不完，还要卖一部分。 ”中坝村水稻种植户张凤兰开心地说道。

据悉，中坝村是汉阴县的粮食主产区，多年来，中坝村狠抓水稻、玉
米、豆类等粮食生产不放松，在农业生产技术、资金、农机具使用、科学
种田、田间管理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农民群
众也在发展粮食生产中实现了稳定增收。

盛夏时节的中坝村水稻种植基地是风景如画的“网红”打卡地，秋
收时节便成了百姓致富增收的“希望田”，也是夯实粮食安全的主战场。
据了解，今年汉阴县共种植水稻 8.95 万亩，预计 9 月底前全面完成收
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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