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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谌敏）近日，宁
陕县“村光大道”首场周赛和原创音
乐会精彩上演， 吸引了超 6000 名市
民游客前来观看， 同步直播观看量
突破 13 万人次， 点赞量超 35.4 万。
“村光大道”超高的人气引领端午假
期文旅新潮流。 据第三方测算，端午
节期间，宁陕县共接待国内游客 4.5
万人次。 这场以“群众即主角，山乡
即舞台”为核心，“群众创造+全民参
与”的群众赛事，正以“土味乡味”为
本底，打造文旅盛宴，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

周赛舞台上， 普通群众成为主
角，闪耀全场。 家电老板、挖机师傅
变身 “文艺范 ”歌手 ，唱响 《小城故
事》《我在西塘等着你》，退休老人活
力不减 ，精神矍铄 ，带来 《逛宁陕 》
《大圣逛乡村》；陕南民歌《对花》、陕
南小调 《表妹情 》，让观众感受到独
特的韵味；舞蹈《啦啦操》动感十足，
展现出年轻干部的青春与活力。

展演环节， 城关镇通过专业编
排和艺术化呈现，将历史积淀、农耕
劳作、田园生活搬上舞台，让乡土文
化转化为可感知、 可传播的视听盛
宴。 舞台剧《解放宁陕》《宁陕蝶变》，
演员们倾情演绎了宁陕儿女守护绿
水青山 、收获 “金山银山 ”的动人故
事 ； 走秀展演 《秦岭稼穑 田园霓
裳———快乐农耕时装秀》，村民们将
簸箕 、犁耙 、背篓 、锄头等化作创意
道具，自信地行走在“村光大道”上，
将农耕文明的厚重与新时代农民的
昂扬展现得淋漓尽致。 歌舞串烧《来
到宁陕都是客》，以热情洋溢的舞姿
和歌声，向八方宾朋发出诚挚邀约。

据悉，“村光大道” 于 5 月 24 日
启动，8 月底结束，为期 3 个月，每个
周六在滨河公园群众大舞台上演 ，
采取周赛+月赛+决赛赛制， 突出乡

土味、乡愁味、乡情味，不分年龄、不
设门槛、不限地域，村民、文艺爱好者
可同台竞技。同时，为提升节目质量，
还引入专业团队对参演选手进行培
训，涵盖舞蹈技巧、舞台表现力等内
容，并融合即兴问答等环节，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

“我们不仅是为观众呈现精彩的
表演，更是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自我
的舞台，让宁陕乡村文化的温度与厚
度走进每个人心中，真正实现文旅融
合、主客共享。”宁陕县文旅广电局局
长田伟表示。

比赛期间， 每场活动还通过多平
台同步直播，借助“互联网+文旅”模式
让宁陕 “村光大道” 逐渐走进全国视
野。 目前，“村光大道”系列活动已举办
4 场， 平均每场观众人数超过 1600
人， 网络直播浏览量合计近 30 万人
次。活动的火热，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观赛事、赏美景、住民宿、品美食。

“没想到我们现炸的玉米锅巴这
么受欢迎，已经卖了很多了，收入 2000
多元。 ”摊主成传怀兴奋地说：“希望通
过这些活动， 能让更多人知道宁陕的
土特产，我们也能赚更多钱。 ”

虽然首场周赛圆满结束， 但宁陕
“村光大道” 的精彩之旅才刚刚开始，
其他 10 个镇的主题之夜活动将陆续
举办。 未来宁陕还将依托该活动持续
开展非遗展演、山珍市集、水上运动、
自然研学、徒步露营、自驾观光、旅居
康养、美食品鉴等“清凉宁陕”系列活
动，2000 名网络达人和网红主播全程
定格每一个美好瞬间，致力把宁陕“村
光大道”打造成央视“星光大道”的乡
村版、农民版、宁陕版，让“村光大道”
成为 “宁陕旅游的会客厅”“宁陕百姓
的大舞台”， 加速文体农旅深度融合，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文婷 徐欢）近日，随着气温
逐渐攀升，汉阴县迎宾公园迎来最美时节。园内格
桑花与月季花竞相绽放， 交织成五彩斑斓的梦幻
花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夏日
的浪漫之约。

走进迎宾公园，大片格桑花摇曳多姿，粉的柔
美、白的纯净、紫的典雅，细长的花茎随风轻摆，仿
佛在向游客热情招手。 不远处， 月季花也不甘示
弱，层层叠叠的花瓣娇艳欲滴，红的似火、黄的如
金，在绿叶衬托下更显风姿绰约。两种花卉交相辉
映， 将公园装点成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 微风拂
过，花香四溢，令人沉醉其中。

“早就听说公园的花开得漂亮，今天特意带孩
子来拍照。 这里的花又多又美， 随手一拍都是大
片！”市民王女士开心地说。园内，处处可见游客们
赏花、拍照的身影，他们或漫步花间小径，静静感
受自然之美；或摆出各种姿势，用镜头定格美好瞬
间。

近年来，汉阴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持续
加大对城市公园的投入与改造。 迎宾公园作为当
地重要的生态休闲场所， 通过科学规划与精心养
护，绿化景观品质不断提升。格桑花与月季花的集
中盛放，正是公园绿化成果的生动展现，不仅为市
民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更成为汉阴县
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汉阴，领略这座城市的生态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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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陕南南小小调调表表演演 花花开开灿灿烂烂

5 月 16 日， 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
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汉滨区关庙镇的“全国自强模范”李
丹，身着整洁的白色衬衣，被工作人员用轮椅
缓缓推进人民大会堂———这一刻，她 28 年拼
搏与奋斗终得抵达象征最高荣誉的“云端”。

作为安康市残疾人创业就业的标杆 ，李
丹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业绩。 她将 300 亩荒坡
变成了“桃花源”，通过电商直播把“甜蜜”送
向全国， 为 20 余名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此刻，胸前鲜艳的大红花似有千斤之重，让她
忆起第一次见到那株石缝中幸存的黄桃
苗———同样是生命的倔强 ， 同样承载着希
望。

残缺的根系：在关爱中汲取向上的
力量

1997 年的秋雨，如一张细密的网，笼罩着
汉江岸边的一栋土坯房。 7 岁的李丹蜷缩在屋
内，望着父亲李增义爬上屋顶，用破旧的油毡
艰难地修补着漏雨的缝隙。 为了摆脱贫困，也
为了给因多发性神经炎导致双腿残疾的女儿
一个更好的未来，父亲毅然背起她走进荒山，
带领全家开启垦荒的艰难征程。

当父母在嶙峋的荒坡上挥汗如雨、 抡镐
开荒时，小小的李丹便趴在地上，用捡来的树
枝一遍遍描画她心中的桃树， 身下的黄土被
她小小的身躯焐得温热。

“那时候我和‘麻子’赛跑，它总故意让我
半截。 ”抚摸着褪色的狗项圈，李丹眼底泛起
笑意。 那条叫“麻子”的大狗曾是她最忠实的
伙伴：暴雨夜一人一狗挤在草垛里取暖，酷暑
时共饮荷叶盛的泉水。

身体的残疾，让李丹的童年与校园无缘，
但她对知识的渴望，却如荒原上的野草，从未
因环境的贫瘠而停止生长。 在那些与群山为
伴、与孤寂相守的日子里，她给叽喳的山雀讲
听来的故事， 对着潺潺的溪流诉说心底的秘
密，把父亲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新华字典 》
翻得书页卷了边。

13 岁那年，父亲砍下山间青翠的竹子，为
她精心制作了一副简易的拐杖。 从此，通往桃
园的山路上，便多了一串串深浅不一、却执拗
向前的印痕。

2008 年，二哥大学毕业，带回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 这扇小小的“窗户”，让李丹第一次窥
见了山外五彩斑斓的世界。 她攥着积攒了三
年的“积蓄”走进了电脑培训学校。 每天清晨，
当她艰难地挪到教学楼楼梯前， 总会有同学
笑着迎上来：“姐，今天轮到我背你上去了！ ”
那些尚显稚气的少年， 会准时出现在每一层
的楼梯转角，像一场无声的接力赛，将她稳稳
托起，送入知识的殿堂。 结业那天，她亲手制
作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幻灯片， 标题写着：“向
下扎根的树，也能向上触摸云端。 ”

桃树的成长：将苦涩沉淀为生活的
甘甜

李丹至今清楚记得，2005 年一个寒冷的
冬夜， 她蜷缩在山上那间尚未通水通电的生
产用房中，屋外，凛冽的北风如同野兽般撕扯
着光秃秃的果树，发出令人害怕的簌簌声。 昏
黄的灯光下， 父亲正用那双布满裂纹的粗糙
大手，一页页翻阅着《果树栽培技术》。

“丹啊，你看这桃树嫁接的图示。 ”父亲的
声音混着翻书的沙沙声，“等开春了， 咱试试

这个法子。 ”15 岁的李丹闻声凑近，看见父亲
在书页间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说干就干。 翌年开春，冰雪初融，父女俩
便一头扎进了桃树嫁接改良的试验中。 一次，
寒潮突袭， 她急忙抱起自己的棉被杵着拐杖
冲向育苗棚，想给桃苗多一层温暖。 推开门，
却见父亲早已脱下身上的旧棉袄， 小心翼翼
地覆盖在最娇嫩的嫁接树苗上。 “人冷点还能
扛过去，这苗子可金贵，冻不得啊！ ”父亲哈出
的白气瞬间在睫毛上凝成了霜。

“那些年， 山间的夜晚总亮着两盏灯，一
盏是桃园里的煤油灯，另一盏是‘麻子’泛光
的眼睛。 ”李丹说。

2012 年的春天，历经无数次尝试，第一
批嫁接的黄桃树终于开出了如云似霞的粉白
花朵。 等桃上市时，挎着菜篮的大妈大婶们将
李丹的摊位围得水泄不通，“这家的桃子味道
就是不一样，甜得很！ ”

然而，人们或许不曾知晓，这颗最终征服
了无数味蕾的甜美果实， 背后凝结的是父女
两代人近 28 载的反复试错与执着守望。 “那
些年，我们种过圣女果、黑玉米，也试着栽过
柑橘，但都以失败告终。 眼睁睁看着一株株寄
予厚望的黄桃被无情的山风吹倒， 被病虫害
吞噬……”李丹的声音一度哽咽，泪水在眼眶
里打转。 直到在屋后乱石堆的石缝间，意外发
现了一株顽强存活下来的黄桃苗， 父女俩才
在绝望中重拾信心。

为了将这株抗性强、 珍贵且尤其适宜安
康地区生长的黄桃种苗大量培育， 父女俩索
性在育苗棚里住了整整三年。 漫漫寒冬，他们
裹着棉被彻夜监测棚内温度；炎炎酷暑，他们
举着蒲扇与蚊虫不懈“作战”…… 慢慢地，桃
树成了林。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现代化的保鲜库建起来了，解
决了鲜桃储运的难题； 相关部门组织的助农
电商培训， 让她学会了如何将深山里的甜桃
“捧”上“云端”。 通过开网店、在微信朋友圈推
广等方式，她家桃子的销路越来越广。 今年春
天，关庙镇政府还在她的桃园里成功举办了首
届桃花节，李丹坐在心爱的电动三轮车上，熟
练地进行着网络直播， 镜头缓缓扫过缀满粉
嫩花苞的桃林，她微笑着说出了一句令无数网
友为之动容的话：“以前总觉得轮椅是我的桎
梏，困住了我，现在我才发现，原来坐着也能
丈量春天、拥抱世界。 ”

从最初在父亲背上遥望的一棵桃树，到如
今拥有超过 300 亩的桃林， 年综合收入突破
50 万元。 这个曾被命运捉弄的姑娘，凭借着不
屈的意志与辛勤的付出，终于亲手创造了属于
自己的甜美生活。

桃核的裂变：从一粒种子到满山致
富的晨曦

清晨的薄雾如轻纱般漫过山梁，村民三娃
子正蹲在桃林东头的空地上，仔细清点着刚编
织的采桃竹筐。

富裕起来的李丹没有忘记乡亲，附近越来
越多赋闲在家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被
她请到果园里务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019 年， 李丹又在桃园的老屋基础上，
兴办起了农家乐。 开业那天，服务员王瑞根端
出招牌点心“桃花酥”时，手仍微微颤抖。 这个
曾在建筑工地意外摔断腰骨的中年汉子，如今
系着雪白的围裙，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这甜
馅儿里揉进了果园里最新鲜的黄桃丁。 ”他每
月能从农家乐稳稳当当揣回 5000 多元工资，
这笔钱不仅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更让一家人
的脸上重新挂上了久违的笑容。

2022 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霜冻， 十几个老
人自发连夜上山，为桃树抢盖防寒布，手电筒
的光柱在漆黑的山坳间交织舞动， 汇成了一
条流动的星河。 当月，在参与抢险的每个老人
务工凭条背面，李丹悄悄添上了一行字：“冻害
抢险，额外补贴”。 73 岁的陈奶奶拿到务工凭
条时，苍老的手掌因激动而微微颤抖：“活了大
半辈子，这还是头一回见着印着我名字的红章
子哩！ ”她并不知道，细心的李丹特地将凭条
上的字号调大了两倍， 只为方便这些老人们
辨认。 仅 2024 年，李丹桃园就吸纳了周边 20
余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 5000 元。
李丹总能巧妙地将各种活计拆解得如同 “绣
花”般细致，真正做到“因人派活”。 王大爷眼
神好、手劲大，专门负责修剪桃枝，动作干脆
利落；腿脚稍有不便的刘婶则心思细密，专注
于为青涩的桃果套袋……

夜色降临，桃林亮起太阳能路灯。 暖黄的
光晕中，犬吠惊起一阵山雀的夜啼，她亲手嫁
接的桃树硕果盈枝。 那座被李丹和父亲开垦
出的“桃花源”，正在成为村里群众通向幸福生
活的接穗。

5 月 16 日， 来自汉滨区关
庙镇的李丹荣获 “全国自强模
范”称号，这一殊荣不仅是对她
个人奋斗历程的最高褒奖 ，更
是在全社会树立起一座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精神高峰。 李丹
的故事， 是一曲用意志与汗水
谱写的生命赞歌， 她永不言败
的毅力、 积极向上的勇气以及
不忘回报家乡的炽热情怀 ，共
同构筑了新时代安康残疾人自
强模范的闪亮形象。

永不言败的毅力， 是李丹
逆境突围的坚硬内核。 人生难
免遭遇风雨， 对于身有残疾的
李丹而言， 她所要面对的挑战
与艰辛远超常人。 然而，身体的
局限未能束缚她心灵的翅膀 。
我们或许无法一一尽述她所经
历的每一个具体困难，但从“全
国自强模范” 这份沉甸甸的荣
誉中， 足以窥见她那股不向命
运低头、 敢与困境抗争的不屈
意志。 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与坚韧，让她在一次
次跌倒后重新站起， 在重重迷
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将旁人
眼中的“不可能”变为了现实中
的“我能行”。 她的毅力，是黑暗
中不灭的星火， 照亮了自己的
人生道路， 也温暖了无数身处
逆境者的心房。

积极向上的勇气， 是李丹
拥抱生活的绚丽色彩。 李丹的
自强不息， 并非仅仅停留在与
自身残疾的抗争上， 更体现在
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 她没有因身体的残缺
而消沉颓废， 反而以更加积极
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
战，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这
种勇气，让她敢于尝试，敢于突破，敢于将梦想付诸
实践。 无论是学习新技能、投身电商事业，还是融入
社会、服务他人，她都展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 她的笑容是自信的，她的行动是果敢的，她用自
己的方式告诉世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肢体的健全，
而在于精神的强健与灵魂的丰盈。

不忘回报的情怀， 是李丹人生价值的升华与辉
光。 更为可贵的是，在实现自身价值、赢得社会尊重
的同时，李丹始终怀揣一颗感恩之心，将回报社会、
帮助他人视为己任。她深知一路走来，离不开党和政
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帮助以及亲朋好友的支持。因
此，当她有能力时，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用自己
的光和热去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是其他残
疾人朋友。 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以及
“先富带动后富”的担当，使得她的自强故事更添一
份厚重与温度。她不仅是生活的强者，更是爱心的使
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真
谛。

李丹的故事， 是安康乃至全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一个生动缩影。她的故事启示我们：生命的尊严与
伟大，从不因身体的残缺而减损，反而能在与命运的
抗争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我们为李丹喝彩，更
要从她的身上汲取力量， 学习她直面挑战的坚韧毅
力、拥抱生活的乐观勇气以及奉献社会的高尚情怀。
全社会应进一步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实现人生梦想创造更好
条件。同时，也期待更多像李丹一样的自强者涌现出
来，用他们的奋斗故事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
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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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的她，在荒山上建起“桃花源”
———“全国自强模范”李丹的逐梦之路

记者 孙妙鸿 刘渊 实习记者 郑卓

李李丹丹在在桃桃园园

李李丹丹与与部部分分受受表表彰彰对对象象合合影影

李李丹丹在在销销售售黄黄桃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