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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阴县凤凰广场人头攒动，居民群众早早集
结在广场等待新城社区 “周三” 邻里小剧场的节目演
出，歌舞、相声、小品、三句半……一个个弘扬孝义善
举，引领文明新风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辖区居民群众和
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

自今年 3 月以来，别开生面的“四季村晚·花海踏
歌”文化会演在汉阴县城关镇持续开展。 接地气的露天
舞台，群众性艺术演出队，融合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
打造出“没有围墙的群众性文化剧场”，汉阴本土化、原
生态、原创性的文艺节目，将传统文化与烟火气融聚一
体，不仅为辖区群众带来了欢声笑语，更提振了党群一
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信心。

政府搭台，文化资源活起来

作为汉阴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 城关镇辖区常住
人口加流动人口常年保持在 12 万以上，为丰富辖区群
众文化生活， 激发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活力。 今年年
初， 该镇通过深入群众走访调研， 与文艺骨干深入交
流，决定整合 30 个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启动“四季村
晚·花海踏歌”文化惠民项目，通过“政府搭台+群众唱
戏”，挖掘民间文艺达人、培育演出队伍、创作精品节
目，把贴近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

在平台搭建上， 该镇以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场地为
抓手，整合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群众性文化广场、
搬迁安置小区广场、旅游景点广场等，通过持续完善基
层文化设置建设，全镇“四季村晚·花海踏歌”文艺汇演
的露天舞台达 50 余处。 在培育演出人才队伍上，通过
各村（社区）自发组建、比赛活动选拔，培育群众性文艺
团队 37 支，涌现出 207 名点子多、干劲足、会组织的群
众文艺骨干。

今年 53 岁的凤台社区居民刘少英是社区“老年大
学”舞蹈队的成员，和她年龄相仿的十几个姐妹每周两
次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排练舞蹈。 “以前没事就打
麻将，一坐就是半天，头昏脑胀，现在有空就来练习舞
蹈，身体锻炼了，心情也很舒畅，演节目的时候很有成
就感。 ”刘少英介绍，自从城关镇启动了“四季村晚·花
海踏歌” 文艺汇演， 大家都想着上台表演节目展现自
己，生活方式也更加健康了。

在汉阴县城关镇， 像刘少英这样享受文化惠民带
来美好生活的居民不在少数，该镇通过招募退休教师、
老党员、新乡贤等，组建了旗袍队、相声队、脱口秀队、
小品队， 大家在各自场地自编自演、 自娱自乐进行排
练，每到节目演出日，这些文艺骨干轮番登台，把自己

的创作成果展现给观众，用健康向上的形象，演绎出对
生活的热爱，带动辖区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引领
自信自强、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群众唱戏，惠民政策送下去

“治理脏乱差，要靠你我他；每天做善事，争当好村
民。 ”中坝村“四季村晚·花海踏歌”文艺演出时，脱口秀
演出队成员吴学锋激情满怀地为村民带来了一段精彩
演出，赢得了现场千余名观众的喝彩。

文化惠民行动要“悦”民，更要“育”民。 今年以来，
城关镇宣传文化站认真审核每一场演出的节目单，坚
持把“送”文化与“种”精神文明相结合，把“送”政策与
“扬”正气相结合，让群众在观看文艺节目的同时，接受
教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绣红旗》《咱爸
咱妈》《远亲不如近邻》等一个个涵盖爱国守法、红色故
事、邻里和谐的节目由群众创作出来，弘扬了社会正能
量，唱响了时代主旋律。

30 个村级单位，37 支群众性文艺演出队， 社会治
理、司法、卫生健康、农技科普等政策宣讲与文艺演出
有机结合，“四季村晚·花海踏歌”的每一台戏都是一次
群众性教育宣传会，交通安全小品、反诈相声、移风易
俗三句半等节目， 让村民群众在文艺表演中接受了教
育， 活动现场设置的各类政策咨询台则让群众了解掌
握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惠民政策。

“我是‘村晚’的忠实粉丝，每次有‘村晚’节目演
出，我都会提前到现场，和邻里乡亲围坐一起，不仅可
以看到精彩的节目，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五一村村民
王芳表示，平时，对国家发布的惠民政策不明白的，演
出现场会设置惠民政策咨询台和法律咨询台等互动平
台，节目期间，也会根据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宣讲
和解读，通过互动式交流，不明白的政策法规都能得到
答疑解惑。

一场场“四季村晚·花海踏歌”文艺汇演的背后，是
汉阴县城关镇精塑群众文化品牌，推动文化惠民，助力
基层治理的全覆盖。 从“观众”到“主角”，从“派单”到
“点单”，“四季村晚·花海踏歌” 成为党群连心的纽带，
演绎了文化惠民、以文化人的“双向奔赴”。

以文兴旅，融合发展聚合力

“金丝皇菊花盛开，汉阴麒麟邀您来……”近日，位
于汉阴县城关镇麒麟村金丝皇菊种植基地内， 一幅生
动的秋菊丰收图景展现在游客眼前，身置其中，心旷神

怡。 麒麟村的“四季村晚·花海踏歌”文化会演时，通过
线上直播， 对金丝皇菊产业园这一文旅产业观光打卡
地进行了推介。

在“融”上发力，“链”上拓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
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势。 汉阴县城关镇以城乡融
合发展和绿色生态的自然风景为基本盘，坚持“以花为
媒、以农促旅、以文兴旅”发展思路，围绕推动锦绣汉阴
旅游业发展提速，聚焦月河川道产业带高质量发展，立
足城市周边资源和区位优势，结合“千万工程”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实干实效，以“农旅融合振乡村、
文旅融合促发展”为目标，推动五一村、中堰村、前进村
农文旅融合园区建设，着力做美生态、做活文化、做实
基础、做优服务、做大景区、做强品牌，积极探索汉阴城
关的文化旅游新路径， 持续完善农文旅基础设施，将
“四季村晚·花海踏歌”文艺汇演融入旅游经济带动上。
先后在五一村花遇湾牡丹园、赵家河村李子园、中堰村
民兵产业园组织文艺演出，“美景+美食”的汉阴城关旅

游体验为县内外游客留下了“诗与远方”的美好记忆。
贯穿全年的“四季春晚·花海踏歌”文艺汇演，通盘

考虑辖区 19 个村和 11 个社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有
机结合特色现代农业，按照“一村一景一‘村晚’”演绎
和展播各村（社区）的风土人情和美景、美食。 先后在中
堰村、月河村、长窖村开展开心垂钓、快乐采摘、健康美
食等文旅活动，推动旅游发展“建点、连线、成面”，打造
“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魅力城关·休闲旅游
圈”，同 2023 年相比，辖区旅游业实现了“旅客接待量、
旅游收入、景区人气”三个倍增。

有美景的地方有美食，有美景的地方有节目。 汉阴
县城关镇“四季春晚·花海踏歌”文艺汇演，唱响了“幸
福安康·锦绣汉阴”旅游“四季歌”，让文化更润心，让旅
游更亮眼，通过文艺表演形式进行引流推介，持续释放
锦绣汉阴乡村游、康养游、观光游吸引力，铺开了“文化
惠民”到“文化富民”的新路子。

12 月 1 日， 汉滨区新城街道在九
里村举行第二届柑橘采摘节暨农民丰
收节公益助农活动。

本次活动以“乐享金秋 品味‘柑’
甜”为主题。 通过举办别开生面的比赛
和文艺会演活动，整合资源、营造氛围，
激发社会各界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
和创新精神，此举将更有效地宣传九里
柑橘产业，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活动在舞蹈《好收成》中拉开帷幕。
其间“摘柑橘”“剥柑橘”“吃柑橘”的趣
味比赛是重头戏，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当
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比赛不仅考验了选
手们的手速和技巧，更是一场对柑橘品
质的直观展示。优胜者不仅获得了精美
的柑橘礼盒奖品，还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将整个活动的氛围推向高
潮。

活动现场评选并颁发了“最美柑橘
园”奖项，同时为 6 位“文旅宣传形象大
使”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 紧接着开始
了选拔“柑王”竞赛，评审团从柑橘的外
观、口感、色泽等多个维度全方面对柑
橘进行评估和打分， 经过细致的筛选，
金牌 、银牌与铜牌 “柑王 ”最终脱颖而
出。 “柑王”慈善拍卖环节吸引了众多爱
心人士的积极参与，活动当天，认购柑
橘的销量高达 2.2 万斤，为果农带来了
11 万余元的经济收入。

除了采摘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产
品展示区，村民们热情地向游客介绍产
品，推销村里的特色，游客们纷纷购买，

用实际行动支持农民的劳动成果。精彩
绝伦的节目和路边柑橘农副产品展示
区吸引了众多短视频创作者的积极参
与， 他们通过直播和视频拍摄的方式，
不遗余力地为九里村的柑橘进行宣传
推广。

“我超爱吃这种柑橘， 网上看到有
采摘活动预告，正好今天有空，就带着
孩子们来体验。 这柑橘特别好吃，个头
大、水分足，我买了 30 多斤，准备送给
亲戚朋友尝尝。 ”游客尤自进一边摘一
边乐呵呵地说。

多年来， 九里村立足区位优势，挖
掘资源禀赋， 培育先进的柑橘种植技
术，产出的柑橘皮薄肉厚、口感丰富、享
誉四方。 经过数年来的发展，柑橘产业
已成为助力九里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致
富的支柱引擎。 “此次在九里村举办柑
橘采摘节暨公益助农活动，不仅是为了
打开柑橘的销路， 增加村民的收入，更
是为了扩大九里村柑橘品牌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今后也会举办更多精彩又有
意义的活动，推动新城街道农文旅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取得实效。 ”汉滨区
新城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唐盟说
道。

近年来，新城街道紧抓城乡融合和
乡村振兴的关键机遇，加速探索绿色资
源价值的转化途径，依托现有的资源优
势， 深挖特色产业和多元化经营的潜
力，培育出各具特色的生态产业，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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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进入仲冬后， 汉滨区张滩镇田湾
村的柑橘慢慢开始成熟， 由青转黄的果实
挂满枝头，远远望去，整面山坡好似闪着点
点金光。

连日来， 村上的干部群众都沉浸在柑
橘产销两旺的喜悦中， 采摘、 称重、 装箱
……果园里忙碌的身影熙来攘往， 慕名而
来的游客更让原本僻静的村庄变得热闹非
凡。

11 月 26 日的早晨， 田湾村监委会主
任陈永富一大早就接到顾客打来的电话，
要采购 3000 斤柑橘， 当日下午就来提货。
挂掉电话后， 陈永富马不停蹄地组织果农
上树采摘，加上村干部，十几个人组成的采
摘队伍从朝阳初升忙到日头西斜， 终于把
3000 斤柑橘交到了顾客手中。

“没想到我们张滩柑橘还有这么受欢
迎的一天， 以前都要我们找车拉到城里去
卖，卖不上价不说，还劳心劳神。今年可好，
镇上组织了助农直播，第一书记组团宣传，
彻底把我们张滩柑橘推介出去了， 现在每
天上门来买柑橘的人从早到晚都有， 我就
只用把柑橘摘下来过秤就行了， 这两天都
卖了上万元，再不愁销路问题了。 ”望着络
绎不绝的游客，种植大户王仁祥笑容满面。

接过话茬， 田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开亮激动
地说道：“这段时间村民其他啥事都顾不
上，每天起床就是摘柑橘、卖柑橘，因为我
们这里柑橘品质好， 个头大的卖价也比往
年要多两块， 一亩地的果子卖上两三万元
不成问题。为了解决果园灌溉问题，镇政府
成立工作专班解决难题， 相信明年的柑橘
产量还将迎来大幅上升， 村民的收入也能
水涨船高。 ”

地处汉滨东部的张滩镇， 因紧依黄洋
河，春夏雨沛，土层深厚，土壤肥沃，为柑橘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早在 21 世纪
初，当地村民就开始大面积种植柑橘，期间
经过优质品种选育、嫁接等方式，使得柑橘
品种不断得到改良，500 余亩柑橘香飘原
野。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品牌，销售渠
道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张滩柑橘尽管个大味
美、品质优良，却迟迟走不出大山。为破解难
题，让张滩柑橘产销两旺，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张滩镇党委、政府高位谋划，从今春柑橘
管护开始，便加大指导力度。 10 月上旬开始
筹备开展张滩镇第一届柑橘采摘暨消费助
力乡村振兴农副产品推介活动，通过第一书
记联席会议商讨，以电商直播的方式，宣传
推介张滩柑橘，提升品牌影响力，同时邀请

网红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展现张滩物产丰沃
之美，既助力柑橘产业促销，带动农文旅产
业发展，也可以辐射周边经济。

“我们也是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推介张滩
柑橘，没想到效果和反响都不错，最近这段
时间，余湾、田湾等几个柑橘主产区域每天
都有大量游客上门采摘， 还有通过网上销
售、电话采购的订单，一天就能卖数千斤。接
下来，我们将围绕柑橘产业，持续加大政策、
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不断优化柑橘
品质，打造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的区域农
特产品， 同时积极深化农文旅融合路径，以
柑橘采摘、观光游玩、农事体验为卖点，逐步
将张滩打造成中心城区的‘后花园’，让美丽
乡村既有看头又有赚头。 ”张滩镇镇长李飞
对产业前景信心在握。

如今，推过政府主导、农户经营、市场
引领， 张滩柑橘已然成为助力区域经济发
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旅融合的重要引
擎，一枚枚香味浓郁、甘甜多汁的柑橘，不
仅承载着群众致富兴业的希望， 更是张滩
镇农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最佳佐证。“乡村美
起来、产业兴起来、农民富起来”的故事在
这片大地上不断上演， 在时代发展的征程
中书写出浓墨重彩的华丽新篇。

满载而归

文旅宣传大使

柑橘产销两旺 硕果累累

丰收的喜悦 游客采摘

四季村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