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利县长安镇

漏雨破旧的房屋，随意堆放的柴火，乱搭乱
建的棚子……这是宁陕县城关镇青龙娅村二组
曾经的图景。 但从今年 3 月份实施人居环境整
治以来，短短 3 个月时间，这里便焕然一新，实
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升级。

夏日时节，走进青龙娅村二组，如诗如画的
乡村田园美景在眼前徐徐铺展。 连绵起伏的青
山间，一条崭新的柏油路蜿蜒伸展，串联起一栋
栋黄墙黛瓦的农房，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门前的
花坛里，各色鲜花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香四
溢。

“这个房子以前漏雨，破烂不堪，现在政府
有好政策，把房子给我们拾掇好了，墙也给我们
粉刷了，花园也给修了，还栽了花，我们农村的
居住条件现在可不比城里人差。 ”谈起家中的新
变化， 青龙娅村村民赖能春的脸上露出幸福的
笑容。

据了解， 青龙娅村二组是到上坝河国家森

林公园、终南之南民宿集群的必经之路。为了使
整村生态旅游出成效、人居环境整治出亮点，由
宁陕县发投集团出资实施了沿线房屋外立面改
造提升工作，同时制作竹篱笆、修建花坛，实施
农村改厕，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截
至目前， 该村共动员改造房屋 30 余户 4500 余
平方米，将 20 余处乱搭乱建拆除后改为生态篱
笆，改造卫生厕所 40 余间。

随着村庄“颜值”的提升，不少村民看到了
发展的前景，开始谋划农家乐和民宿，推动美丽
村庄转化为“美丽经济”。

村民刘明武就是其中一位，“我一直都想改
造房屋， 刚好政府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 我们二组道路的沿线房屋都能免费享受
外立面改造，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将屋内也进行
了装修，打造成共享小院，现在宁陕的旅游发展
越来越好了， 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共享小院经营
好，在家门口致富。 ”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青龙娅村二组的
变化只是该村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青龙娅
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一
方面通过微改造、 微提升、 老旧院落外立面改
造、 利用废弃边角地打造小花园、 彩绘墙等方
式，让村内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食用菌产业及乡村民宿、农家乐，让群众在家门
口实现致富增收。截至目前，共带动周边多个镇
的 150 余户农户种植香菇，年均增收 3 万余元，
8 家乡村民宿、 农家乐正在运营中，5 户农户正
在打造共享小院。

“接下来，青龙娅村还将结合星级文明户评
选、 五美庭院打造等重点工作， 把人居环境由
‘一时美’转变为‘长久美’。 同时，坚持走‘一业
引领多业融合’的发展道路，利用食用菌产业发
展和乡村绿道的地理优势，推出采摘游、研学游
等体验项目， 推动乡村发展从点上出彩到全域
精彩。 ”青龙娅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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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平利县长安镇，深浅不一的绿浪在茶山涌动。 漫
步这座产业兴、环境美、民风淳的国家级特色小镇，一幅党建
引领下治理有效、服务精准、民生幸福的生动画卷正磅礴展
开。

面对基层治理的复杂考题、乡村振兴的时代重任，平利
县长安镇党委、政府以“党建红”为引擎，深扎组织根系，创新
治理模式，在 22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精心编织起“蜂巢式”
网格，激活“第一书记”组团动能，将党的组织优势源源不断
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优势，在秦巴腹地踏响基层善治的铿
锵足音。

小网格托起大民生

为更好地应对易地搬迁社区人口结构复杂、治理难度大
的挑战，长安镇党委将组织根系深扎基层土壤，孕育出独具
特色的“蜂巢式”党建格局。

“现在早已不是干部催着干，而是大伙抢着干。 ”高源村
党支部书记刘余英指着焕然一新的文化广场感慨道。 这里曾
是一处废弃牛圈，年初通过党员带头拆危旧、群众共议纳规
约，短短 1 个月就实现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长安镇党委、政府
通过打出“示范引领+政策激励”组合拳，党员干部签订拆旧
协议打头阵，让“替民当家”转向“让民做主”，配合奖励政策
激励，累计拆除残垣断壁、废弃圈舍、危旧房屋 13 处。

在长安社区，3159 名居民被精细编织进 17 个网格。社区
书记李兵介绍三级网格体系时如数家珍：“社区书记是一级
网格长，6 个干部分片负责二级网格，17 名网格员覆盖到户，
每位居民都在党的关怀下被纳入基层治理的视野。 ”

洪艳作为社区副书记兼网格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门
走访重点监测户，当她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居民陈军的女儿因
家庭矛盾产生抑郁厌学的症状时，便把这事放在心头，经过
村两委班子商量，她反复劝说陈军返乡照顾孩子。 “打工赚钱
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娃娃过得好，现在孩子成了这样，你还
是得赶紧回来，在家门口找个事做，把孩子也照顾了。 ”经过
社区劝说帮扶，陈军很快回到了孩子的身边，让女儿感受到

了关怀与温暖。 “网格员的眼睛就是社区的触角，早发现才能
早化解。 ”谈及此事，洪艳感触颇深。

而为了及时解决“鳏寡孤独”“一老一小”等弱势群体居
住安全隐患，长安社区深入推行“党建+智慧安防”社区治理
新模式，通过“监测设备+物联网”平台，在居民家中安装一氧
化碳监测、燃气泄漏监测、烟雾报警监测、一键紧急报警 4 种
设施设备，随时随地监测危险情况。 “如果不是这个‘智慧安
防’系统的一键呼救功能，还有反应迅速的村干部，我都不敢
想我母亲会在家里昏迷多久。 ”居民罗丽提及母亲突发疾病
获救的经历仍眼眶发红。 这套连接物联网的“云守护”系统已
成功处置煤气泄漏等险情 3 起， 让科技的温度浸润柴米油
盐。

一人资源变全镇共享

如何破解驻村第一书记“单兵作战”局限？ 长安镇党委创
新建立 “服务团工作室”， 通过 “群众点单———工作室派
单———书记接单———年终考核”机制，让帮扶力量从“服务一
村”拓展到“辐射全镇”。

在柳坝村禄兵生态农场，养殖户万六兵看着标准化羊舍
里 300 头白山羊感慨万千。 “从 40 头到 300 头，多亏服务团
对接养殖专家。 ”镇组织委员卢海东道出发展关键，“‘服务团
工作室’成立以后，我们进一步完善了硬件配置，坚持定期例
会制度，全面发挥平台聚才育才用才和服务人才作用。 同时，
结合镇上现有的‘乡土人才工作室’梳理出本土能工巧匠、返
乡就业创业人才、农村电商人才、致富带头人等 17 类乡村人
才数据库共 900 余人。 通过这个人才库，让‘产业相近、结对
互促’，目前建立的‘资源、需求、适配’三张清单，已促成技术
帮扶 20 余项。 ”

聚焦镇内茶饮首位产业、 农旅特色种养殖业发展方向，
“服务团工作室”搭建乡土人才与专家帮扶常态长效机制，逐
步形成“集中+分散”“一帮一、一帮多、多帮一”等“1+N”产业
链技术人才互通模式，助力人才快速成长，让先进带后进，带
动更多村民搭上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除此之外，“服务团工作室”的强大合力更是在全镇范围
内催生出资源整合的“跨界明星”。 柳坝村第一书记贾琦从帮
本村卖土特产起步，如今成了全镇的“贾主播”。 “只要农户有
产品滞销，找贾书记准没错。 ”村民谈起这位通过短视频带货
20 余万元的驻村书记，总是争相竖起大拇指。 而调解专家汤
显柱更化身“全镇和事佬”，当金沙河村朱家兄弟因林地争执
不休时，他依托县司法局的工作背景迅速“接单”。 “用专业所
长服务更多人，才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汤显柱说。

通过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第一书记组成的“服务团工
作室”形成了“民生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帮扶
亮点，他们努力当好党建引领的排头兵、乡村振兴的实干者，
助推各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驻村各项
工作成效显著。 平利县水利局派驻金沙河村第一书记邓应安
解决三组饮水难题后，正筹划对全镇供水系统全面“体检”。
而医保局驻社区书记吴远明则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代办慢病
认定，把服务送到病榻前。 “一人资源、全团共享”的机制，让
7 名第一书记在产业发展、 环境整治等 4 个服务组中释放出
乘数效应，助推长安镇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蓄势腾飞的新路
径。

从“保底线”到“谋幸福”

在长安社区低保户梁琴家中， 每月 2760 元的低保金支
撑着女儿夏木芳的术后治疗。 “社区帮我们 6 口人全纳入低
保，所有能申请的救助都办了。 ”梁琴翻着厚厚的医疗单据说
道。

放眼全镇，民生关怀的触角，远不止于救急救困，它更延
伸至居民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于无声处提升着安全感与幸
福感。 针对电动车“飞线充电”顽疾，长安社区建成 9 个智能
充电棚，满足 650 辆车辆需求。 “以前雨天充电提心吊胆，现
在扫码就行，实惠又安全。 ”居民谈女士在配备自动断电系统
的车棚前称赞。 这项源于“大走访”的惠民工程，利用小区边
角地以最小干预换最大效益，将曾经的隐患点变成了社区里
一道安心、便民的新风景。 小小的充电桩，是党委政府将民生

痛点转化为幸福支点的生动缩影。
解决了“稳得住”的安全感，长安镇更着力为搬迁群众铺

就“能致富”的发展路，让安居与乐业同频共振。 生计，是搬迁
群众能否真正扎根的关键，为此，社区专门引入物业公司、职
业中介，推行“居住簿”制度保障 44 项权益。 金沙河村搬迁户
肖俊光的故事便是一个温暖的剪影，当他为照顾出现厌学情
绪的孩子焦头烂额时，社区干部没有简单地给补助，而是对
症下药，动员他回到熟悉的乡村，种植 90 亩烤烟，这份既能
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的家门口产业，让肖俊光紧锁的眉
头舒展开来。 此外，20 亩“安心菜园”让搬迁老人重拾耕种乐
趣，爱心餐厅飘散的饭菜香慰藉着乡愁……一项项细微之处
的用心之举，让搬迁群众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
感。

物质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之上，长安镇深谙幸福生活的
底色更需要文化的浸润与精神的滋养。 长安社区深挖“孝义
善举”的文化富矿，让文明新风成为基层治理最深厚的底蕴。
漫步社区，孝义文化长廊、家训家风馆无声传递着传统美德
的力量。 长安社区每季度评选“好媳妇”“好婆婆”，累计表彰
46 名孝义典型；暑期小课堂、戏曲进乡村等 20 余场活动，让
“孝义善举”从文化墙走进生活的点滴。

日光倾洒在生机勃勃的长安镇，智慧安防系统闪烁的光
点在阳光下如明珠般熠熠生辉，构成一幅科技与人文和谐共
生的图景，而曾经在抗旱保苗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乡建公
司工人们，已转身投入夏秋茶的精心管护。 那些承载过旱季
焦灼与拼搏希望的输水管，如今静静匍匐在愈发葱茏的茶垄
间，如同忠诚的卫士，默默见证着这座国家级特色小镇的蜕
变。

行走在翠色欲滴的茶园内，镇党委书记郑杰目光深邃而
笃定地说道：“我们以党建引领为坐标，持续深化自治、法治、
德治 ‘三治融合’， 让基层治理与人性化服务的温暖惠及全
域，力争把长安镇打造成秦巴山区底蕴更厚、温度更暖、魅力
更足的茶旅明珠，用‘党建红’勾勒出和美乡村幸福图景的崭
新篇章。 ”

近日，一场以“太极跑·好运到”为主题的大型文体旅活动在旬
阳市成功举办。 这场融合太极文化与全民健身理念的盛会， 不仅
吸引了广泛关注，更充分展现了旬阳青年的蓬勃活力与时代担当，
成为活动成功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从一线坚守的民警、 热情服
务的志愿者，到锐意创新的青年团体，青春的脉动为“中华太极城”
注入了澎湃动能。

活动现场，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张少东的身影成为一抹温
暖的风景。这位曾在 2022 年暴雨中因英勇救援受困群众而广受赞
誉的民警，在本次活动中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 面对赞誉，他质朴
回应：“脱下警服，我也是普通人。 ”这份不变的初心，使他成为青
年志愿者心中的榜样。

活跃在城乡的“红马甲”志愿者，是这张温暖名片的共同描绘
者。 在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组织下，他们与交警并肩协作，为参与
者和游客提供清晰的指引和真诚的服务。 志愿者陈守翠道出了大
家的心声：“没工资也开心，旬阳的美值得被看见！ ”

今年以来，该服务队已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30 余场，惠及群众
逾 4000 人次。 在祝尔慷广场开幕式等现场，志愿者的周到服务与
交警、特警、消防的专业保障相得益彰。 西安游客张先生感叹：“一
进城就被热烈的氛围包裹，‘红马甲’ 无处不在， 温暖与震撼并
存。 ”“一城笑迎，一程好运”的理念，在张少东与“志愿红”的坚守
与协作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青年力量的汇聚也离不开有力的组织平台。 2023 年 8 月成立
的旬阳市青年联合会，已汇聚了 106 名来自助农电商、返乡创业、
非遗传承等各领域的优秀青年。 开幕式上，青联委员、“新农人”张
新斌通过直播向全国观众讲述旬阳故事，并创新采用“以买代捐”
的公益模式推广拐枣等特产，将“外婆的礼物”打造成爱心助农的
窗口。

与此同时，团中央“伙伴计划”在城关镇四海逸家社区持续深
化。 社区“伙伴领航站”通过课业辅导、兴趣社团等常态化“六微”
服务助力青少年成长。本次活动，社区组织了 80 余名青少年志愿者参与。青少年袁鹤轩表
示，活动中借鉴的太极“以柔克刚”“循序渐进”思维，帮助他更好地面对学习难题，家长的
肯定则是对社区服务最好的回馈。

青年创意为古老的太极文化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活力。 在主题活动竞演舞台上， 来自
21 个镇代表队的青年轮番登场，创新性地将太极元素与现代潮流文化相融合，通过刚柔
相济的现代编舞，让传统体育焕发出新的魅力。

夜幕降临，“太极养生活力操”点燃全城热情，市民通过“白+黑”沉浸式体验，切身感
受千年智慧的青春气息。共青团旬阳市委书记康雷芳对此深有感触：“当青年主动解码、再
造传统，这份深植血脉、发于热爱的文化自信最具生命力！ ”

活动的影响力也延伸至乡村振兴领域。 仙河镇 32 公里的蜀尖路赛道，串联起蜀河古
镇的秦风楚韵、旬河碧波与金色稻浪。 赛道沿途，青年志愿者全程活跃，当地村民擂鼓助
威，与奋力骑行的选手共同交织成一幅“体育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图景，赛道本身也
成为仙河镇展示魅力的“流动名片”。

旬阳青年力量的蓬勃释放，根植于共青团坚实的思想引领。“青年讲师团”深入校园社
区，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内核融入太极文化的守正创新之中；各类
主题教育引导青少年感悟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思想的光芒在行动中绽放，青年代表领诵
《太极·旬阳赋》，感悟“守正创新”的育人真谛；李家台村山地越野跑道上，青年团队顶着烈
日反复优化赛道指引；太极集市展区，青年梅伟热情直播推广地方特产；活动散场时，少先
队员楚明心主动拾起散落的垃圾，用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与太极“和谐共生”的精神。

从榜样力量的感召到志愿服务的奉献， 从青联平台的汇智聚力到社区服务的深耕细
作，从赛道上的驰骋拼搏到文化舞台的创新演绎，旬阳青年精心构筑的青春网络，有力推
动了传统文化的当代新生与活力焕发。 共青团旬阳市委还将持续深化“引领凝聚、组织动
员、联系服务”职责，推动青年成长与城市升级同频共振，以青春之名绘就文旅发展的壮丽
图景。

““ 党党 建建 红红 ”” 引引 领领 ““ 治治 理理 新新 ””
———平利县长安镇以党建引领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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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美”变“长久美”
通讯员 谌敏

改改造造后后的的房房屋屋

村村民民修修剪剪花花枝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