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石泉县云雾山镇秋树坝村，生长着
一棵树龄六百多年的银杏树，虽经历风雨
依旧生机勃勃，它不仅承载了乡亲们的浓
浓乡愁，也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打开了乡村
振兴的幸福密码。

这棵古银杏树位于云雾山镇秋坝村
村委会前， 树高约 20 米， 树冠直径约 10
米，每到秋冬时节，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
给宁静的乡村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成
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着不少游客前
来打卡。

云雾山镇秋树坝村党支部书记汤林

红望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话语间满是感
慨。 “每年这个时候，来来往往的游客特别
多，都是来银杏树下打卡拍照的。 这棵银
杏树为我们秋树坝村带来了高人气，以后
我们更要加大力度保护，让村庄环境清洁
干净， 把古树作为一个重要打卡点来打
造，让秋树坝村的产业发展得更好、环境
变得更美。 ”

今年 66 岁的罗显林是秋树坝村的老
支书， 这棵银杏树陪伴了他的整个童年。
罗显林说，这棵古银杏树不仅承载着儿时
的美好记忆，现在也是在外游子们心中最

深刻的乡愁记忆。 多年来，村民们把这棵
银杏树当作村里的一员，悉心保护。 “我在
当村干部期间，就早早组织村民们将这棵
树保护起来，不准砍伐、破坏。 为了保护这
棵古树，我们把周围的牛圈、猪圈都移除。
还向政府争取 2 万多元的资金，在周围砌
花墙、贴瓷砖，这才有了今天的现状。 ”

历经沧桑的古银杏树，在人为的保护
下更加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越来越多的
当地村民自发加入守护古银杏树的行列。
乡亲们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积极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发展乡村产业、弘扬文明新

风，古老银杏树下的乡村正在发生着美丽
蜕变。

罗显林说：“现在我们村上房子都修
建得整整齐齐、刷得白白净净，马路也成
了柏油路，农民也慢慢富起来了，环境卫
生各方面都大变样，现在我们过得非常舒
适，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在云雾山鬼谷
岭景区的带动下，秋树坝村依托良好的地
理位置发展乡村旅游。 村上在讲好乡土故
事的同时，使古树保护与乡村旅游相互促
进，让这棵古银杏树成为吸引游客、提升
人气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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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依托特有地域优势和生态资
源优势，将冬季旅游作为“全域、全季、全
时”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全方位、高质量
整合各类资源， 精心谋划各类文旅活动，
让冬季旅游“冷资源”热起来、火起来，不
断推动岚皋冬季旅游提质升级。

大雪已至，仲冬登场。 走进岚皋县巴
山秋池冰雪乐园， 只见漫天飞雪之下，房
屋戴上了雪帽，树木披上了银装，仿佛闯
入了一个由冰雪雕琢的童话世界。 笔者从

现 场 获
悉 ，本年度

冰 雪 乐 园 开
园在即 ，观光电

梯、 赛事级雪道 、
雪上娱乐项目等都

在紧张筹备当中，集体
验灯光秀、观看表演、换装

拍照、 就餐等功能为一体的全
国首个实景市集隧道也即将开放。

“根据目前天气状况，预计 12 月中旬
可以开园。 届时，游客们可以直接乘坐电
梯前往巴山秋池时光隧道拍照打卡。 后期
我们还会不间断举行巴山秋池冰雪主题
活动，力争打响冰雪运动品牌，努力为游
客呈现一个赏雪、玩雪的冰雪大世界。 ”岚
皋县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景区管理部
副经理曹英杰说道。

为丰富来岚游客冬季旅游体验，除了

冰上、雪上项目外，岚皋县还致力于深挖
地方特色，通过一系列非遗展演充实文旅
内容。

走进岚皋县文化馆，岚皋县全民艺术
普及暨唢呐演奏提升专题培训正在火热
进行，50 名唢呐、 打击乐从业者及爱好者
们，在汉调二黄研究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认真学习。

据了解，本次培训围绕唢呐吹奏基础
理论、基础方法和各种演奏技巧、唢呐合
奏与排练、传统唢呐曲牌赏析等四个方面
内容展开，旨在提高全县唢呐、打击乐人
才的专业技术水平，也为岚皋旅游季各类
演出提供人才保障。

“巴山唢呐是我们岚皋县一张闪光的
非遗文化名片，也是我县地标性文艺品牌
之一，本次培训我们加入了岚皋传统唢呐
曲牌教学。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学员们
能够掌握唢呐的基本演奏技巧，传承巴山

唢呐的精髓，同时学员们可以组建多支表
演队伍，在岚皋冬季旅游阶段，为来岚游
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在品美食、赏美
景、乐享冬趣的同时，感受到岚皋非遗文
化的魅力。 ”岚皋县文化馆馆长李自龙说
道。

近年来， 岚皋县锚定 “旅游强县”战
略 ，聚焦旅游 “首位产业 ”，紧扣 “五字要
诀”，大力实施“六大工程”，积极探索“全
域、全季、全时”新模式，通过打造优质旅
游环境，以活动引流量、以流量聚人气、以
人气促商贸，全面打造了以“休闲体育”为
引擎的巴山秋池冰雪运动品牌。 在即将举
办的岚皋县第四届 “巴山秋池·冰雪嘉年
华”文体旅商融合活动中，精心策划的冰
雪电音节、跨年演歌会、跨年露营体验活
动、新春趣味运动会、新春元宵灯会及常
态化演出等项目将贯穿整个冬季，全力推
动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汉滨区关庙镇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以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为载体，紧盯“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工作目标，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内
容、形式、途径和方法，全面推动文明实践“阵地
共建、活动共联、队伍共育 、问题共解 、新风共
塑”五共工作机制，解锁群众幸福密码。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是基层组织意识形态
前沿阵地，是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重要的载体平台。 为满足辖区群众实际
需求，关庙镇积极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党群服务中心、学校、村级卫生室等各类阵地资

源，构建互联互通、便民利民的十五分钟文明实
践生活圈， 进一步提升硬件设施、 更新宣传氛
围、完善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棋牌休闲、读书
学习、健康养疗等服务，惠及群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关庙镇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通
过宣传载体丰富化、践行主体多元化、志愿活动
生活化，结合“我们的节日”“滨滨有我·新十风”
“孝义善举培育工程”等，将志愿服务贯穿到常
态化工作中，广泛开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
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
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五大类活动，做

到“月月有主题，周周见行动”。 今年以来，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80
余次，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50 余件，
受益群众 1000 余人。

该镇积极整合调动党员干部、 志愿者、大
学生、公益岗、社会爱心人士等力量，组建理论
宣讲、法律服务、卫生环保等志愿队伍，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智慧云平台管理系统搭建网络
信息化“线上”平台阵地 ，志愿者注册 、服务队
建设、活动开展、稿件推送 、心愿墙 、群众点单
等实现网上一站式操作，定期发布满足不同人
群参与服务的项目， 招募志愿者积极参与，并
将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情况与文明家庭等各
类推选挂钩，激发志愿者活力，调动其积极性、
主动性。

结合村社实际情况 ， 关庙镇通过入户走
访、热线电话等方式收集群众需求 ，围绕解决
养老服务、文化惠民、美丽乡村建设、青少年儿
童发展等问题 ，整合各类优质资源 ，有针对性
地开展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惠民演出、公
益电影放映 、清洁志愿行 、少儿免费艺术培训
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例如 “孝之医 ”等各类
“微孝行动”“戏曲进乡村” 文化惠民演出、“关
爱·苗成长”志愿服务项目等，精准对接供给与
需求，让文明实践工作有深度、有力度，更有温

度。
除此之外，还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新风行动，将美丽乡村、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平
安建设宣传等内容编写进文艺汇演节目中，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科学文化， 倡导
科学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 引导群众
自觉转变观念 ，主
动摒弃陋习。 坚持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根本， 广泛开展道
德评议活动 66 场
次， 评议正面典型
94 人， 选树孝义之
星 19 人，孝义之家
18 个， 并通过善行
义举榜、 采访宣传
等形式弘扬典型人
物的先进事迹 ，推
动形成崇德向善 、
学做模范的浓厚氛
围。

一 条 条 增 颜
值、 提气质的实践

举措，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文明实践活动，
一次次有温度、有深度的惠民志愿服务，使得关
庙镇的每一个角落， 都浸润着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芬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深度融入群众生活，
温暖着民心、传播着文明、绽放着华彩。

秋去冬来， 属于冬天的甜蜜果
实也迎来了丰收。 眼下，汉阴县蒲溪
镇金龙湾生态园的柑橘成熟上市。

“我和爸爸妈妈来摘柑子，这个
柑子味道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我要
带一些回去给爷爷奶奶尝一尝。 ”小
游客毛鋆浠说。 走进狮头柑生态园，
浑圆饱满的狮头柑挂满枝头， 黄灿
灿的果实在绿叶的映衬下， 仿佛一
张色彩绚烂的油画， 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
绝，他们拿起剪刀、提着篮子，将一
个个金灿灿的果实剪下来装进篮
里，有说有笑，满载而归，柑橘园里
一片丰收火热的景象。

黄澄澄的狮头柑挂满了枝头 ，

映出乡村好“丰”光。 据金龙湾生态
园负责人王强胜介绍， 这片狮头柑
种植园已经有二十来年了， 种植的
是当地的一个老品种， 味道甜中带
微酸，打霜之后甜中略带一点苦，有
清热下火的功效。 “我们这个柑子园
种有 30 余亩果树， 有 20 年的种植

历史了，目前已经到达了成熟期，今
年来的游客特别多， 再有三个礼拜
全部采摘完。 这边主要销售模式是
游客进园体验采摘， 还有就是跟我
们联系快递送货， 今年我们的柑子
产量大概有四万多斤，收入有 20 多
万元。 ”

近年来，汉阴县蒲溪镇依托“盘
龙桃花谷”乡村休闲旅游线路，形成
农业生产为主、乡村旅游为核心、特
色农产品销售为延伸的农旅融合发
展新格局， 助推特色产业综合价值
进一步彰显， 使农文旅产业成为乡
村振兴的“新引擎”。

本报讯（通讯员 余迟 周珣）为确保汉滨区文化、旅游、广电系统
行业的冬季夜间安全工作，近日，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联合相关
单位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夜查专项行动。

连日来，汉滨区文旅广电局邀请应急、消防等部门，深入城区娱
乐场所、网吧、影院等人员密集重点场所，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燃气安
全使用、设备运行维保、消防通道畅通以及人员持证、安全隐患排查
等情况， 同时对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以及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入户宣
传， 此次行动旨在排查并消除火灾隐患，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针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场所存在消防通道被堵塞、 消防器
材未按时月检、电线铺设不规范等问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了整改意
见和整改时限。 下一步，汉滨区文旅广电局将持续加强文旅市场的消
防安全监管力度，定期开展消防安全联合检查，确保全区文旅市场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冬日暖阳透过旬阳市红军镇红军纪念馆长征岁月展馆的窗棂，
洒落在玻璃展柜里陈列的公文包上。 70 多年过去，时光为这只公文
包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它逐渐破旧、不再硬挺，拎包的人早已远去，
但那段历史却令人记忆犹新。

公文包的主人叫李继福，1934 年， 桐木镇李继福在镇安县木王
区火地沟加入红二十五军，那年他十四岁。 李继富刚参加红军时，给
首长当勤务员，随后到延安当警卫员，后又从延安到华北，此后又到
华东，编为新四军第四师，1950 年从皖北复员。 李继福复员时，从部
队带回一个公文包和一本语文识字课本。 陪伴了李继富 16 年革命
生涯的公文包，后来上交给了旬阳党史研究室，再后来被红军纪念
馆珍藏。

走进长征岁月展馆，置身于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转战旬阳
苏区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 “在旬阳，大概有 60 多名青年积极
参军，有十几位红军战士为保卫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一串
串永不褪色的名字，如同点点星火，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讲
解员正在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深情讲解。

红军纪念馆园区 4 大展馆共陈列 52 件文物。 “一文物胜千言”，
一件件镌刻着红色记忆的文物亦如一位年长的讲者，将其“前世今
生”娓娓道来，彰显了党领导红军队伍在旬阳苏区的光辉历史和英
雄事迹。

红军纪念馆坐落在九龙山的山脚下，掩映于苍松翠柏之间。 登
高远眺，既可追忆先烈，感受那段红色岁月，又可远眺山头，遐想万
千。 徜徉于纪念馆园区步道，沉浸在金戈铁马的故事情节之中，诸种
心情都在心头萦绕。

时值隆冬，寒风习习，依旧难挡游客慕名而来的脚步，“红色之
旅”热度不减。 一批又一批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红军镇
的长征岁月馆、风云际会馆、浴血奋战馆、雨水情深馆等。 英雄纪念
碑前，红旗招展，人流涌动，宣誓声铿锵有力，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纷至沓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缅怀先烈丰功伟
绩。

“一件件承载时代记忆的历史文物、一篇篇翔实的文献资料、一
段段感人的革命事迹介绍，使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血
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
英雄壮举，催人深省、发人深思……”来自安康市前张岭社区鑫洲家
园小区离退休第三党支部的一名老党员一边参观一边抒发感慨。

截至目前，红军镇红军纪念馆共接待有组织的学习单位 150 余
个，累计讲解 210 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 200 余人次。 “红军纪念
馆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攀升，我们要想更多的办法、用更好的方式，
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省级廉政教育基地的作
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感悟历史中接受精神洗礼，从红色文
化中汲取前行动力。 ”红军纪念馆负责人表示。

汉滨区文旅广电局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

红色引擎激活文旅动能
通讯员 王登霞

银杏披“金装” 古村换新颜
通讯员 龚远希 李贤淑 蔡兆桢

奏响文明曲 绽放幸福花
通讯员 龚卓妮 李小梅

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岚 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 ：
让“冬游”经济热起来

通讯员 马安妮 胡佳恒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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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秋池

红红军军英英雄雄纪纪念念碑碑

果果满满枝枝头头

采采摘摘柑柑子子

植植树树造造林林

““新新十十风风””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