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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国企改革的时代浪潮中，安康中泰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路桥”）应势而起，以
整合重组为起点，踏上破局立新、转型发展的征程，
书写出国企改革的生动实践。

2023 年 1 月，根据市委、市政府事企分离改革
总体方案， 一场关乎企业未来的整合重组拉开帷
幕。 原隶属于市公路局的应急抢险中心、机修厂剥
离的经营性业务与资产，与原中泰路桥公司、汇通
路桥公司深度整合，新的中泰路桥应运而生，正式纳
入市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体系，成为市交通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整合后，公司科学配
置领导班子，设置 6 个职能部门与 3 个子（分）公司，
汇聚 130 余名员工，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40% ，
以“竞聘上岗+绩效考评”为抓手，构建现代企业管
理雏形，为改革发展筑牢组织根基。

整合带来管理惯性与认知差异挑战，中泰路桥
以思想引领破局，常态化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向职
工解读改革政策与发展规划，消除体制转换带来的
困惑，将全员思想凝聚到“改革求变、创新发展”的
轨道上，推动职工从“要我改”向“我要改”转变，为改
革注入思想动能。

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改革深度融合，组建党支
部，选举首届支部委员会，打造“党建+”模式。 严格
落实“第一议题”“三重一大”等制度，将党的领导嵌
入企业治理架构、经营管理与决策程序，把党组织
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势能，确保企业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在改革浪潮中稳健前行，让党建成为改革“定
海神针”。

通过提炼“忠诚、敬业、认真、务实、服从、执行、
创新、发展”企业精神，公司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不

断加强部室文明与阵地文化建设。 通过文化浸润，
推动职工从“等任务”到“抢市场”、从“体制依赖”到
“市场思维”转变，塑造积极进取、适应市场的企业发
展新风貌。 2024 年公司荣获“第四届陕西社会责任
典范企业”等荣誉，这正是文化聚力的生动成果。

中泰路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完成产权
股权变更，构建“支委会+董事会+经理层”治理架构，
明确权责边界。 改革薪酬模式，推行“以岗定薪、以能
定级、以绩取酬”，让绩效薪酬占比 60%以上，打破“大
锅饭”，激活团队干事热情。 打造“双维度”管控模式，
纵向串联“战略———预算———考核”链条，横向构建
“项目全生命周期”矩阵，精细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2024 年承建项目实现“零超期、零超支”，资产负债率
20.29%，优于行业均值，展现治理新成效。

依托专业资质优势，公司积极对接国资委、交投
集团、 市公路局等单位争取社会资源， 拓宽业务版
图。 秉持“平战结合”策略，整合“养护工程+改扩建
项目+机械租赁” 业务组合，2023 年至 2024 年改革
首年营收破亿，利润超额完成，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大幅提升，既为交通投融资平台输血，也让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发展势能持续增强。

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构建“三维立体”人才发展
体系。 纵向打破身份编制限制，通过“竞聘上岗”模
式，14 名优秀员工即将走上中层管理岗， 激发担当
拼搏意识；横向建立“双师型”培养机制，师徒结对助
力年轻职工成长，6 名职工获评中级职称并投身技
术攻关；斜向推行“项目+人才”矩阵式管理，让技术
骨干在一线历练。 同时，构建“价值分享”激励机制，
以薪酬待遇调整、典型引领，绑定关键人才与企业战
略，为创新发展储备“硬核”力量。

聚焦主业技术突破， 中泰路桥在科研创新上持
续发力。分别与西安科技大学、陕西交通技师学院建
立校企合作关系，深化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公司成功
斩获 1 项专利授权，《公路桥梁施工用混凝土处理装
置》 等 2 项技术课题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
受理，《千斤顶式波纹钢板牵引与卸落装置课题》研
发项目正稳步推进申报流程。 项目实践中积极应用
开普封层等新技术，提升公路养护效率、降低成本，
推动工程质量与低碳发展双提升， 以技术创新为企
业发展装上“智慧引擎”，驱动品质升级。

立足交通工程主业特色， 紧盯市场需求变动趋
势，中泰路桥公司深耕安康本地及周边属地市场，提
前布局交旅融合新业态，搭建“传统路桥施工 + 新
兴交旅服务”双轮驱动模式，同步激活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增长。构建研发资金投入与资金保障体系，以
“产学融合”为纽带，选取重点业务开展“企业 + 项
目”协同试点，整合属地人力、土地、技术资源，深化
区域内同业合作，打造“施工 + 运维 + 衍生服务”
多栖发展生态。 聚焦“资金、资产、资源、资本”四要
素，建立动态优化调整机制，依据市场反馈与项目周
期灵活调配，持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站在改革新起点，中泰路桥锚定“科技交通”“数
字路桥”目标，将在“使命引领 匠心筑路”党建品牌
与精细化管理加持下，探索智能化产业转型，挖掘科
技赋能潜力， 开发智能服务平台， 拓展公路养护建
设、路衍经济试点、综合服务市场等发展模式。 以科
技创新成果深度融入路桥建设养护全链条为路径，
打造区域示范企业品牌， 在中国式现代化企业发展
赛道上加速奔跑，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国
企力量，续写改革发展的精彩篇章。

为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青年干部队
伍，今年以来，旬阳市甘溪镇紧扣上级工作要求与生态活力小
镇发展脉搏，以“三抓”工作法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青年干部
作风能力建设，确保各项工作在坚实基础上行稳致远、从容推
进。

该镇积极组织青年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化身政
策“宣讲员”、民意“收集员”。通过院坝会、特色宣讲团等形式，
将党的创新理论、惠农政策、发展规划精准滴灌，激发全镇上
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热情，凝聚起强大的发展向心力。 同时，结
合年轻干部的性格特点、 短板弱项、 岗位需求等队伍建设实
际，选取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骨干力量为“业务导师”，通过
政策理论上“面对面”讲解、业务实操上“一对一”指导、文字写
作上“手把手”帮带的工作方式，做精做实对年轻干部的政治
引导、作风传导、业务指导，筑牢年轻干部职业发展“压舱石”。

甘溪镇将落实力度视为生命线， 推动青年干部在细处着
手、实处发力，定期开展“青年干部读书班”，围绕公文写作、矛
盾调解、项目管理、应急处突等核心能力，组织专题培训、岗位
轮训、 技能比武。 鼓励青年干部在繁杂事务中磨砺 “绣花功
夫”，做到“文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 鲜明树立“实
干实绩”导向，引导青年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将服务全镇发
展大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乡村振兴主战场、优化营商环
境第一线、民生服务最前沿，青年干部主动亮身份、扛责任、比
贡献，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日常工作转化为推动发
展的扎实成效。

镇党委着力提升青年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战略眼光， 引导
其向前展望、超前谋划，组织青年干部深入学习国家大政方针
和区域发展战略，并结合甘溪实际，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治理、
风险防范等长远课题，鼓励青年干部大胆思考、提出前瞻性建
议，部分已被吸纳进镇级发展规划。 建立“实践———复盘———
提升”闭环机制，引导青年干部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及时
总结提炼经验教训，将“经历”转化为“能力”。 在防汛抗旱、产
业发展等工作中，青年干部展现出敢打硬仗、善解难题的优良
作风和实战能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精准落地、开花结果。

“三抓”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撑起甘溪镇青年干部作风能
力建设的坚实架构。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三抓’工作法，激励
广大青年干部在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火热实践中，不断锤炼
过硬作风、提升履职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谱写甘溪
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澎湃的先锋力量！ ”甘溪镇党委书记
张晓明说。

石泉县饶峰镇胜利村位于 210
国道旁，地形地貌呈两山夹一川之
势。 近年来，胜利村依托山水田园
风光，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不
仅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 61 岁的村民杨华之前一
直在外务工，见村里建起了饶峰驿站景区，乡村旅游持续
火热，杨华便将自家房子进行装修，办起了民宿，现在每逢
周末和节假日，民宿都是一房难求。

“村上发展旅游以后，来的游客就比较多，基本上节假
日房都是满的，平均每年收入都在四万元左右，经营民宿
收入还是比打工强。 ”杨华笑眯眯地说。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为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 村民杨柱一直在外地上班，虽然收入高，但家中老人却
无法照料。 杨柱回乡后，在饶峰驿站景区找到了一份游乐
设施检修与维护的工作，离家近还能照顾老人，他对此感
到很知足。 “我在这上班主要是方便照顾家里的长辈，上下
班都比较方便，工资待遇也还可以。 ”

近年来，饶峰驿站不断完善游乐设施，将其打造成集
“观光休闲、农业体验、研学康养、农耕文化”于一体的国家
AAA 级景区。 胜利村也利用饶峰驿站景区的辐射带动效
应，积极盘活改造村内闲置资源，动员村民发展农家乐、乡
村民宿、庭院经济等旅游业态，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
村建设紧紧镶嵌在旅游产业链上。 胜利村更是相继荣获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生态文
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青石板路映斜阳，马头墙下岁月长。 ”
漫步在汉滨区恒口明清老街， 脚下是历经
千年的青石板路， 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昔日
商贾云集的喧嚣。这条始建于北宋，兴盛于
明、清的老街，至今仍完整保留着 1328 米
的古街巷， 成为陕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
清建筑群之一。 老街东临恒河，南濒月河，
西接恒紫公路桥，北靠 316 国道，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成为重要的商贸
交流枢纽。

老街的建筑群堪称一部立体的建筑史
书。 235 座民居中，136 户保持着原汁原味
的古建筑风格 ，304 间古建筑错落有致地
分布在街道两侧。 最具特色的是那些多重
天井的四合院， 串珠式品字型和倒天井型
的建筑布局，既吸收了北京四合院的规整，
又融合了南方园林的灵动。漫步其间，马头
墙鳞次栉比，重檐式屋顶层层叠叠，临街墙
面上色彩斑斓的彩瓷片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

恒口老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
遗产上， 更蕴含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 作为移民聚集地， 这里融合了湖
广、闽赣、豫川等多地文化，形成了独特的
地方特色。漫步老街，会邂逅悠扬的山歌小
调，或是热闹的八岔、道情表演。 逢年过节
时，舞狮子、耍火龙、赶旱船等传统民俗活
动让整个街区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汉调二
黄、皮影戏、小场子等传统表演总能吸引路

人驻足。这些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让老街
的文化生命力历久弥新。

说到恒口老街， 不得不提这里独具特
色的美食文化。芝麻鼓气馍经过吊鏊烧烤，
香酥扑鼻，令人垂涎；油盘凉面选料精良，
入口生香，余味悠长；蒸肉肘子色味俱佳，
肥而不腻； 古法酿造的糯米黄酒， 口感纯
正，饮后提神；砂锅豆腐脑则是冬季特有的
暖心美食 ， 热汤煨煮的豆腐脑鲜香爽口
……这些传统美食不仅满足了味蕾， 更蕴
含着老街人的生活智慧和文化记忆。

如今的恒口老街， 作为汉滨区第二批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省第五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以及第四批省级历史文化街
区和省级“非遗特色示范街区”，正以“修旧
如旧”的保护理念焕发新生。

近年来， 恒口示范区对老街实施系统
性保护利用。 一方面采用传统工艺修复古
建筑，保留原汁原味的明清风貌；另一方面
完善基础设施， 让居民既能享受现代生活
的便利， 又能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 这种
“活态保护”的模式，让老街在留住历史记
忆的同时，也焕发出时代活力。 如今，恒口
老街正以其独特的魅力， 成为人们感受陕
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在这里，历史不是
尘封的往事， 而是流淌在烟火气中的生活
智慧；传统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代代相传
的生命力。

在改革浪潮中破茧前行
通讯员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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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点亮恒口老街
通讯员 刘丽

俯俯瞰瞰胜胜利利村村

村村民民入入园园务务工工

恒恒口口老老街街

盛夏 6 月，薄雾尚未从汉阴县城关镇草
桥村广袤的田野间完全散去，瓜农们早已在
草桥富硒西瓜基地的大棚里忙碌穿梭。 轻轻
拨开翠绿藤蔓，一个个浑圆饱满、纹路清晰
的西瓜安静地躺在泥土之上。 瓜田里洋溢着
喜悦的交谈声，一筐筐沉甸甸的西瓜被小心
翼翼地搬上运输车， 载着农户丰收的希望，
驶向喧闹的果蔬市场。

草桥西瓜的丰收画卷铺展于 160 亩瓜
棚内，得益于科学选育良种、精心灌溉及有
机肥料培植。 今年，草桥西瓜品质格外优异，
皮薄瓤红、清甜多汁，赢得了市场的一致称
赞。 丰收的背后，是西瓜产业负责人石海“藏
技于瓜”的默默耕耘。 为守护“草桥西瓜”这
一金字招牌，石海每天深入田间，手把手传
授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确保西
瓜品质始终如一。 科技兴农不仅提升了西瓜
品质，更拓宽了销售半径。 草桥西瓜通过“线
上+线下”营销，每天十多辆货车满载着“草
桥西瓜” 驶向各地批发市场和大型商超，产
品远销安康、西安、湖北等地。

据了解，草桥村地处月河南岸 ，平涧路
穿村而过，这里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气
候条件得天独厚，为西瓜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当地农
户一直有着种植西瓜的传统， 但以往由于种植技术不够成
熟，西瓜的产量和品质都受到限制，种植收入较低。 为改变这
一现状，2023 年，在村集体合作社的带动下，石海流转了 160
亩土地，建起了规模化的西瓜大棚基地。 基地建成后，他又积
极引进可可脆、冰糖瓜等优质品种，并不断提升育苗和田间
管理技术，严格遵循科学的管理方法，从选种、育苗到移栽、

管护，每一个环节都精心把控。
西瓜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

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从 5 月开园到 8 月采摘
结束，草桥富硒西瓜基地吸纳了大量村民前来务工，他们主
要负责采摘、包装、搬运等工作。 “基地高峰期每天用工可达
60 多人，每人每天收入 100 至 150 元不等，帮助村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增收。 ”草桥村支部书记李垂宝介绍，草桥西瓜的
品牌越来越响，群众发展西瓜产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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