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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走进汉滨区建民街道长岭诚
信路社区，一栋栋楼房鳞次栉比，工人正
在加紧为新修的幼儿园外墙喷涂真石
漆。 楼宇间，三叶草、红叶石楠、紫荆花、
冬青等交相辉映，格外漂亮。 “搬得出、稳
得住、有事做、能致富”一侧围墙上几个
大字在阳光的映射下格外显眼。

“将军……” 在社区文化广场上，老
人们正在暖阳下悠闲地下着象棋， 时不
时传来阵阵欢笑。 “自从搬到这里后，一
有时间我就爱来这里找人下棋。 ”家住 16
号楼 2 单元的老人胡自群说，“要是遇到
下雨，就在养老服务站里下，风雨无阻。 ”

长岭诚信路社区是汉滨区“十三五”
期间最大的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
区。 规划建设用地 102 亩，投资 2.6 亿元，
建设安置房 29 栋 1008 套， 安置了汉滨
区 25 个镇（街道）、193 个村（社区）的易
地扶贫搬迁对象 998 户 4774 人。

搬迁群众来自各个乡镇，文化、习惯
迥异，怎么让大家相处更加融洽？ 离开了
赖以生存的土地， 怎么让大家安居又乐
业？

“在汉滨区委组织部的帮扶和建民
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 社区先后引进了
乐秦佳毛绒玩具厂、银雁科技服务公司、
民升优品超市、 新德润玩具厂等 4 家企
业入驻， 从不同方面满足社区群众的就
业需求。 ”长岭诚信路社区第一书记曹军
介绍。

家住社区 20 号楼 3 单元的老人郑
远兰屈指一算，从茨沟镇瓦铺村 10 组的
老家搬到社区已有 2 年了， 现在不仅自
己在社区毛绒玩具厂找到了工作， 儿子
也在小区当起了保安， 儿媳还在小区做
了保洁， 一家人月收入达到 5500 余元，
除去家里开销外， 供两个孩子上学还绰
绰有余。

“土豆、玉米 、黄豆……一季一季的
种，原来那 20 来亩地，把我种狠了。 搬下
来好了！ 楼下开了毛绒玩具厂，年轻人在
厂里做工，我不想受约束，就拿回家做，
坐在家里动动手，一月就能收入 1800 多
元。 ”说起现在的生活，郑远兰乐得合不
拢嘴。

与郑远兰不同， 一大批年轻人在社

区银燕科技服务公司， 靠着熟练的计算
机操作技术，也找到了体面的工作。

“现在找工作压力大，没想到在家门
口就把工作问题解决了， 在这里一天工
作 8 小时，1 个月也有 3000 多元。 ”银燕
科技服务公司的徐含一边输入相关信
息，一边说。

随着企业纷纷落户社区， 共吸纳了
周边 572 名群众前来务工。 仅本社区就
有 264 名群众就近稳定就业。 为配套社
区功能，长岭诚信路社区还开发了 37 个
公益性岗位， 让社区有意愿的群众纷纷
从事小区保安、保洁、厨师、信息员、电工
等岗位，增加收入。

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长岭诚
信路社区推行“户口簿”与“居住簿”双线
运行机制， 让所有社区群众就地就近享
受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政策，实现精
细化、精准化管理，常态化跟踪服务，及
时解决搬迁群众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 今年以来，社区围绕搬迁群众期盼的
“暖心事”， 累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369
件。

不仅促进就业 ， 还鼓励自主创业 。
“社区以网格为单位，到户到人全面征求
群众意愿，有针对、分批次地组织人员参
加创业技能培训。 目前，社区共有 16 人
自主创业，又带动社区 40 人就业。 ”长岭
诚信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胡
铭国说。

家住社区 22 号楼 1 单元的王聪云
以前在饭店工作，手艺不错，王聪云、陈
启兴夫妻俩一合计， 便在社区里经营起
了蒸面生意， 一个月毛收入在 3 万元左
右。

“参加了社区举行的烹饪技能培训，
我们学到了做蒸面，这个地段客流量大，
以后我再慢慢把米饭、 面条等简餐做起
来。 ”陈启兴一边招呼完客人，一边说。

今年以来， 长岭诚信路社区紧盯高
质量保就业，推动稳岗就业“节节攀升”，
自主创业“百花齐放”，技能培训“精准覆
盖”，就业创业人数达到 2208 人，兜住一
户一人稳岗就业的底线， 实现有劳动力
人口就业 100%……

本报讯 （通讯员 熊华 ）近
日，汉阴县漩涡镇以“百日督帮”
“百日提升”行动为契机，深入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力
打造干净、畅通、宜居、文化的汉
水名镇。

该镇以党建+“321” 为抓
手，实行网格长层层抓，村口、路
口、家门口、田间地头有人管，护
河员、护林员、护路员及四家保洁
公司全部参与，全线出击，开展道
路清扫、排水渠修整、垃圾清运等
工作；通过微信群、镇村广播、挂
横幅及利用提升“九率一度”院落
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相关常

识，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营造
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就是幸福”的氛围；坚
持既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又重点
突出、力求突破，做到环境卫生的
提升。组织清扫辖区主干道，清运
汉漩路、漩上路、541 国道沿线垃
圾，清理排水沟渠 20 公里。 组织
保洁公司对其负责的道路进行清
扫、冲洗，保障每天扫一次、每天
洗一次。 整治散落的秸秆和滩涂
地， 将散落在房前屋后的秸秆根
据农户的用处进行统一归置，并
宣传秸秆禁烧法律法规， 杜绝安
全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 邹武 ）11
月 2 日，由市文旅广电局、市财
政局、市乡村振兴局主办，市养
老保险经办处承办的“戏曲进乡
村 文化润民心” 惠民演出走进
岚皋县佐龙镇朝阳村。

活动期间，演职人员通过形
式多样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呈现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有
《醉春风》《爱无畏》《翩若惊鸿》
等现代精美舞蹈，有《汉江渔歌》
《郎在对门唱山歌》《红歌串烧》
等喜闻乐见的传统歌曲， 也有
《拆迁风波》 等群众通俗易懂的
小品以及宣传乡村新貌的《魅力
佐龙欢迎您》的快板表演等众多

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群众的阵
阵掌声。朝阳党村支部书记何仁
海说：“以前大家都在电视看，今
天的现场效果更好，文艺和群众
相结合，大家很乐意。 ”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村在
佐龙镇的支持领导下，在帮扶单
位市养老保险经办处精心帮扶
下，村两委、工作队坚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乡村振兴
基础，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
做好各项工作。 这次戏曲进乡
村， 进一步丰富了群众业余生
活，不仅让群众得到精神上的享
受，将文化惠民、服务百姓落到
了实处。

本报讯（通讯员 曾民盼）为
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难题，
岚皋县蔺河镇积极推行群众办
理“福村宝”，对村民住院费用进
行二次报销，从而降低乡亲们因
病致贫风险。

在和平村，笔者见到了出院
正在家休养的村民陈宗爱，前段
时间她做了镜下胆囊切除手术，
住院花销 2.2 万余元，虽然手术
很成功，但她一直很担心高额医
药费把本就不富裕的家里拖垮。
没想到， 除医院新农合报销以
外， 村里还帮助办理了大病报
销、 医疗救助以及 “福村宝”报
销，这样下来，陈宗爱这次住院，
自己只负担了医院包括来回路
费 1100 余元。

据了解，“福村宝”是岚皋县
为保障村民健康、 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推出的健康“法宝”，由村
民自己出 30 元， 政府按参保人
数每人补 50 元 （资金来源包括
财政支持、社会捐赠、村集体经
济补助、帮扶单位帮扶），汇聚成
福村宝资金池，只要村民住院产
生费用，就可以申请报销，最高
能报销到 5 万元。 “福村宝”的报
销单是在新农合基础上进行二
次报销，并无次数限制。 蔺河镇
全镇 6996 人参保， 每年可供村
民报销费用就有 50 余万元。 截
至目前，该镇已有 4 人通过“福
村宝”实现住院全报销，报销费
用近 3000 元。

本报讯（通讯员 宋玉凤）自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汉
滨区江北街道以坚决的态度、务
实的举措， 驰而不息改作风，全
力以赴抓落实，推动作风建设专
项行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工作中， 该街道专题研究，
周密部署，明确分工，细化责任，
班子成员带头查、摆问题，形成
清单并整改落实，有力带动全体
干部强化作风建设； 聚焦重点，
深入剖析原因， 提出整改措施，
明确整改时限，在自查自纠中进
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持续解决干
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推动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强化干部谋事干事
观念，增强干部服务意识，力促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牢固树立主人翁
意识，以负责的态度、必胜的决
心、务实的作风，投身各项重点
工作中。该街道火车站疫情防控

专班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勇挑
重担，守护“北大门”，今年以来，
累计排查管控重点地区来返安
人员 1125452 人，为全市疫情防
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围绕“五个
专项整治”补短强弱，全力巩固
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现有成
果。 各包村工作组、驻村工作队
走村入户， 扎实开展巩固衔接
“百日提升、百日督帮”行动，再
次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安全饮
水、 收支状况等政策落实情况，
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公检法司
联合行动，听民声、察民情、解民
忧、帮民困……

同时， 该街道采取随机抽
查、 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围
绕街道重点任务、 重大事项，结
合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对各
级各部门作风建设推进落实情
况开展督查调研和督促指导，促
进各项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王芬）“他们家是村
里公认的干净整洁户， 给他们积分发奖
励。 我觉得理所应当。 ”“老张 60 岁生日，
儿女要求给办一下，老张坚决不办，这个
也应该给积分表彰。 ”

近日， 在白河县卡子镇陈庄社区新
民风表彰大会现场， 坐在台下的观众边
看表彰大会边谈论。 这是白河县深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解决农村部分群众精神欠佳 、理
论不强、知识不足、技能不专等问题，白
河县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宣
传、教育、服务群众的功能，依托道德讲
堂 、中青年夜校 、院落会 、农村大喇叭 、
“志愿者·说”等载体，组织身边好人和道

德模范、志愿者等，常态化开展理论政策
知识、 好人故事等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宣讲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
明白的形式，宣传相关理论政策，传播文
明理念、涵育文明乡风，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志愿服务“红利”。 同时，组织实施
“新思想来啦”“新风伴我行”“常来家看
看 ”“科普千里行 ”“心灵有约 ”“帮你就
业”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32 个，通过线

上+线下，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大力开展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新时代文明实
践集中示范活动、“弘扬新民风、 集中升
学礼”“我和国旗合影”“唱国歌 迎国庆”
等接地气、有活力、可持续的文明实践活
动 5000 余场次，志愿服务时达到 3.49 万
小时。

近年来， 为了引导村民推进移风易
俗、摒弃陈规陋习，该县着力加强农村思

想道德建设，在持续巩固“诚孝俭勤和”
新民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开
展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
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设立“善行义
举榜” 张榜宣传农民群众身边的移风易
俗先进典型， 举办十星级文明户创建评
选行动，采取“积分管理+道德评议”的方
式，对能主动推进移风易俗，改变传统封
建迷信、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
进行积分表彰。 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道德
评议会 366 场次， 先后涌现出了陕西好
人 11 名，安康好人 18 名，各类道德模范
600 余人次。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温馨的地
方，那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故乡的
山水、故乡的人文风情、故乡的轶事，都
会在心里落下深深的烙印， 一辈子割舍
不了。

深秋的风， 把我与一地的落叶吹向
村庄。 河流紧贴着村庄，平静的河水好像
没有流动似的，湛蓝如练绕过村庄。 风拂
过时，河中微波粼粼。 几棵有些年岁的麻
柳树，痴情地守着河岸，虔诚地向河流弯
腰致敬。 风肆意侍弄着柳树的长发，河面
也变得影影绰绰起来。

河流默默地守卫着村庄， 滋养着这
里的一草一木，悦动着每一个生灵。 这个
隐在山间的小村庄， 现在只剩下一片宁
静，人们都离开了这里，集体迁到了远处
的一个社区居住。 我无数次走过这里，多
次书写过这里的草木人间， 我在这里能
快速找到记忆中的故乡。 我深爱这个依
偎在河边的小村庄， 我有足够的理由把
它叫作故乡。 现在，河边没了挑水的人，
没了洗衣捣衣的人，没了放牛羊的人。 整
条河流已交给了几只白鹭， 白鹭是一种
文静的水鸟， 时而将藏在翅膀下的头抬
起，看一下四周后又把头埋在翅膀之下。
它熟悉这条河流，只需要抬头一瞥，就会
读懂河流的每一个细节。 这种不动声色
的沉静，微风知道，草木知道，都在守望
中保持着一致的缄默。

“舒漫，才得从容。 ”作家梭罗笔下的
世界，我会在这里轻松找到。 我一个人静
静地走过，没有惊动村庄，这是对村庄最
真诚的尊重， 是对村庄最真实的乡愁体
味，村庄需要,我也需要。整个村庄都是青

瓦木房，石墙护院，推开虚掩的木门，屋
里的烟火也远去， 抬手触摸一件件旧物
件，都是润润的，凉凉的，就像受潮的记
忆，时时处于破壳发芽的状态。 只要随意
一摸，手指就会真实地印上去，指纹与木
纹清晰地重叠着， 一个完整的村庄顿时
在心中温暖起来。

村庄的瓦房一间挨着一间，沉默得像
一群闲坐在院边的老人，坐姿各异，满是
沧桑。 房顶上，道道瓦沟和排排瓦垄上湿
湿的印迹告诉我，一场小雨刚刚来过。 一
排排青瓦是村庄铺陈开的大号钢琴，风吹
过琴声响起，轻时如低诉，急时似号鸣。 檐
角上的一撮松土上， 生长着一根蒿草，叶
子已无，只剩下一根裸杆，在风中摇曳，指
挥着村庄的每一场露天音乐盛会。

瓦檐下的木房已无人居， 一垛一垛
柴火堆在房前房后，好久没有人动过了，
罩在柴火上遮雨防潮的塑料膜， 早被风
掀在一边。 柴火依旧干爽，待在原地等待
着主人的到来，将它们抱往灶膛，一起温
暖寂寞已久的村庄。 一架近似散架的犁
铧放在瓦房的一个角落， 曾经奔忙在田
土间的铁铧光泽不在， 在岁月的销蚀中
斑驳暗沉。 挂在木梁上的一把锄头，紧贴
墙壁，锄把因受潮已经发霉，与脱了齿的

犁耙，断了柄的钉耙，在时光中保持着一
致的静默。 一个完整的背篓搁放在屋角，
还配有一对精致的棕丝背带， 里面装着
一些包谷壳， 算是对屋里残缺旧物的一
个勉强补充。 门外的一口石水缸，爬满了
厚厚的一层青苔，底部已陷在了泥土中，
古意苍苍。 在曾经的时光里，瓦房主人的
每一餐饭，每一次浆洗，都从这口水缸开
始。 所以，它最有资格以乡愁的名义接管
这里的一切，它的坚守变得理直气壮，必
须时时蓄满水等着主人的归来。 当然，在
故园的守望中，还有随处可见的石猪槽，
没入瓦砾中的石磨盘， 干爽如昔的地窖
……当春天来临时，草芽陆续冒出地面，
几阵春雨后， 疯长的绿色就会再次把它
们覆盖，会将这些故园中的旧物件，精心
做成一个又一个绿色包裹， 存放在村庄
里，耐心地等待取件人的到来，来一次声
泪俱下的拆封快读。

一堵半人高的老墙， 像村庄的一道
浓眉，是由脸盆大小的砾石堆砌而成，每
一块石头是村民从村外的河里拾来的 ，
光滑的表面有水流的痕迹， 也有村民的
体温。 石缝中生长着一些蕨根草，缀有水
珠，透明喜人。 最夸张的是爬满墙的南瓜
藤，虽然少去了叶子，却恰似一幅章草书

法作品中的几道焦墨， 恣意地交织在墙
上。 几个南瓜无人摘回，如几滴硕大的墨
点滴落在墙头。 南瓜上有几个小洞，走近
细看， 里面的瓜子和瓜瓤早被松鼠和鸟
儿啄去，只剩下空壳悬挂在墙头。 一群麻
雀喜欢在墙头翻飞， 蹦上跳下， 叽喳不
休，忙着在石墙上的枯草间觅食。 一只流
浪猫的突然出现，麻雀“噗”的一声全部
飞向瓦房。 瓦房是鸟儿最安全的家，麻雀
总能在檐下的檁条间找到舒惬住处。 它
们与燕子为邻，同在屋檐下，燕子的旧日
泥巢还空着，一个挨一个地“挂”在檐下，
麻雀虽小却明白江湖，不会学鸠占巢。 它
知道草绿花开的日子已来了， 燕子正在
回来的路上，不久它们就会同守屋檐下，
共话杏花春雨。

我披着秋的凉意，一个人走过村庄。
这里的间间瓦房依山而建， 一条青石满
铺的路，顺着山势随弯就弯地穿过村庄。
其实村庄不大，就十几户人家，人们离开
后也很少回来了， 把带不走的瓦房和往
事留在这里，交给了四季的风雨管理。 时
间愈久这里就愈安静， 适合一个人孤独
地走过。

还好，河流不会离开这里，始终以母
性的温情拥抱着村庄。 我与瓦房、 石板
路，还有那些静躺在光阴里的旧物件，一
起依偎在河流的手弯里， 用最暖心的语
言慰藉彼此， 往往想起的却是沈从文的
句子：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搬 入 社 区 幸 福 来
通讯员 张昊 陈雅欣

一边看水一边想你
□ 李永明

江北街道扎实推进作风建设

暮秋时节，从瀛湖的火石岩码头
乘船沿蜿蜒曲折的瀛湖上行约两小
时左右，被瀛湖两岸秀美的湖光山色
所陶醉。 烟波浩渺的瀛湖湖面上，一
座座雕梁画栋，飞檐吊角，青砖黛瓦
马头墙的古建筑群若隐若现，宛如步
入人间仙境 ， 这便是瀛湖上的重
镇———流水古镇。

流水镇地处汉滨区西南部，历史
上曾是汉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码头，
南入巴蜀、西行长安的交通要道。 原
镇址因修建安康水电站淹没，现为移
民迁建的新集镇，设施配套、功能齐
全，成为连接川、陕周边县乡的经济、
文化、商贸中心，集市贸易十分活跃。

流水镇历史悠久，据记载：古镇
东南陈家坝，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先民
在这里繁衍生息，后因汉江洪水经常
泛滥，才逐渐废止。 明清之际，由于汉
江航运的发展，古镇成了入川下汉口
的重要码头，又加之本地盛产漆、麻、
耳、棓、生丝、茶叶等农产品，古镇成
了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一时间商贾云
集， 许多人逐渐喜欢上这山这水，在
这里定居下来。 人多了，古镇便成了
规模，人们就以街中心的几棵柳树命
名为“柳树镇”。 后来，也许人们更钟
情于这里的青山绿水，于是在口口相
传出现了错讹， 便把这里叫作流水
镇。

“福村宝”为群众健康再添新保障

漩涡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魅力

“戏曲进乡村 文化润民心”
惠民演出走进朝阳村

山城劲吹文明风
通讯员 王芬

本报讯 （通讯员 欧佩 ）11
月 2 日， 市生态环境局镇坪分
局、镇坪团县委、县妇联、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上竹镇等部门共同
在化龙山公路沿线开展“践行生
态环保理念、 共护美丽化龙山”
生态环保公益行活动。

期间 ，60 余名环保志愿者
拿着垃圾袋、 小钳子等清洁工
具 ， 来到化龙山山顶 ， 沿着
G541 国道而下，穿梭在公路两
侧的绿化带和沟渠， 弯腰拾捡
碎纸屑 、烟头 、塑料袋 、饮料瓶
等垃圾。半天的劳作之后，化龙
山公路沿线被清理得干干净
净， 获得了村民和游客的纷纷
点赞和支持。

虽然需要不停地弯腰，但是
看到身后越来越干净，大家的脸
上挂满了笑容。该县市场监管局

青年志愿者刘森林说：“多弯一
次腰，多捡一个塑料瓶，对于我
们来说没什么，但能提升化龙山
的生态颜值，就是件特别有意义
的事儿。 ”

当天，该县委编办、县消防
救援大队也组织环保志愿者，积
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共同守护
美丽的化龙山。

通过此次生态环保公益行
活动，大家用实际行动还化龙山
大自然原有身姿。同时也激发了
广大人民群众树立 “热爱镇坪、
建设镇坪、奉献镇坪”的观念，鼓
励大家从捡拾垃圾的点滴小事
做起，做最美镇坪人。

镇坪开展环保公益活动
提升化龙山生态“颜值”

大
美
瀛
湖
激
情
流
水

□

潘
定
安
唐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