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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架起政府“民生”与群众“民声”之间的畅通桥梁，紫阳县
高桥镇人大代表团在工作推进中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问效于民， 把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回应群众 “民
声”的有力保障和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 今年以来，该镇
人大代表团票决出涉及廊桥老街街面改造、 搬迁社区小菜园建
设、兰马村道硬化三件民生实事项目。 目前，三项民生实事项目
进展顺利。

“以前的廊桥老街，墙边、电线杆、灯箱上尽贴的是小广告，
而且街道路面也是那种鼓起的石头包包，凹凸不平，下雨就成了
水滩滩，雨水也排不出去……”这是高桥镇街道社区居民王某反
馈的社情民意信息。

“群众利益无小事。”面对居民的反馈，该镇人大代表团通过
走访调查、实地勘测，再经过镇人大代表票决，将廊桥老街街面
改造确定为 2022 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项目于今年 5 月启动，7
月就竣工验收。

高桥镇桂花树搬迁社区干部在走访入户排查中搜集到群众
反映吃菜难、想有块地种的共性问题。经过大量的摸排走访和统
计，了解到搬迁社区群众的实际种地需求量。为切实解决搬迁社
区 100 多户 400 余人吃菜难的问题， 通过土地流转和整规社区
边角地，在社区周边为搬迁群众无偿提供林下套种蔬菜土地 60
亩，并按标准划分给有需求的群众耕种。“小菜园”的民生实事项
目不仅解决了社区群众最迫切的生活需求， 也极大地提高了社
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悉，高桥镇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团的职责。 积极回应社情民意，加大民生工程投入。 做好民生实
事项目，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早 冬 行 走 石 梯 镇
陈静华

“民生”跟着“民声”走 顺应民心解难题
通讯员 胡波 李明珠

立冬前夕， 一行人行走在去汉滨区石
梯镇叶沟村的山路上。 沿汉江而下，过石梯
大桥，山道弯弯，野菊花在山崖道边盛放，
一簇簇、一片片、黄灿灿。

车子不知拐了几道弯，爬过几面坡，来
到一座门前栽满百日菊、 金菊和蔬菜的小
屋———汉水陶艺工作室， 小屋的主人来显
军颇有几分他门前金菊遗世独立的气质。

馆不大，却摆满了装黄泥的袋子。 来显
军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他的陶艺作品，
讲述他 20 年来醉心汉水陶艺的故事。 他从
小就对泥塑情有独钟，然而，生在农村，不
仅要为一家的生计奔波， 还要忍受周围人
质疑的目光。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自然是
荆棘丛生，苦不堪言。 面对周围人对自己不
务正业的指责， 面对源源不断的学习经费
困难……他也曾迷惘过，但他从未放弃。 他
将作品的范围扩大，从泥塑到茶具等器皿，
与时俱进，兼顾了实用性和观赏性，如今他
的作品远销省内外， 他也迎来了陶艺丰收
的秋天。

参观完，大家走出小屋，纷纷在门前的
菊花丛、 蔬菜和陶罐中间留影。 远处山头
上，一棵棵青松傲然挺立，三分孤勇，七分
俊逸，掩在漫山红遍的黄栌叶中，让人流连
忘返。

叶沟村收藏乡愁记忆的还有村史馆。
村史馆位于青龙观山山麓，村史馆馆长、汉

滨区曲艺家协会主席陈益强老先生鹤发童
颜，精神矍铄，他和那些藏品一道见证着石
梯镇和农耕文化的变迁。 那些油篓、背夹、
笸箩、箩筐等都在诉说着久远的农耕故事，
多才多艺的石梯镇宣传干部王蓉绘声绘色
地直播着藏品。

村史馆内收录了叶沟村群众 24 个姓氏
的家规家训、叶沟村历史沿革、该村的模范党
员、乡贤人士、致富带头人、名人家训、全村二
十四姓氏家训、安康地区家训文化、叶沟村的
风景古迹等图片资料。 收藏展出的千余件实
物，反映了村落文化，农耕用具大到石磨、磙
子、犁，小到洋镐、铁铲、犁、油娄、镰刀，重晶
石的砚台等文房四宝样样不少， 最珍贵的还
有毛主席去安源挂像和纪念章数百枚等，还
有一些珍贵的字画等藏品， 馆内还设有农家
书屋，藏书珍贵稀少。一件件记录着乡村的变
革史，游客来这里寻找乡愁记忆，而乡村游又
复苏了乡村的经济。

古稀之年的馆长陈老先生自豪地说：”
叶沟村史馆筹备两年，一年建成，建成后受
到区文旅局和石梯镇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奖
励。 当初建馆的初衷一是留住乡村记忆，在
我们那里很少有人在家种地了， 全都出门
打工或者在外工作， 像我进城都三十多年
了；更重要的是助推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
游，合理利用农村各类资源，包括民房拆旧
重建，合理利用宅基地。 我们村虽然没有大

的景点，但附近有叶家庙（叶家祠堂），娘娘
庙、青龙观山、八爪金龙山、关门沟绿门坡、
来家院子、千年古药树、银杏树、重晶石矿、
财神庙、叶家寨等都在我们村境内，都有故
事可讲，值得挖掘。 也许是年龄大了有一种
热爱家乡的情怀吧！ ”

山坳里一排排白墙灰瓦的整齐房屋映
入眼帘，墙上“移民搬迁点”几个大字格外
醒目。 安置点的房屋宽敞干净， 屋内自来
水、电器、家具一应俱全，听说这个安置点
是村民通过摇号， 每家只花了几千元住进
来的。 住上了新楼，在这里开启了新生活。

王蓉告诉大家：这是大石村安置点，总
用地面积占 5.19 公顷，整体处于山体之中，
安置点安置”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户 60
户 200 人。 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动植物品种
繁多，气候条件良好；镇上由原有单一的重
晶石矿产转化为抓”矿、桑、姜、核桃”四大
支柱产业， 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种养
业，有车厘子园、牡丹芍药园、一个养猪场
园区和一个烤酒的园区。 镇党委为保证群
众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围绕”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的要求，引导搬迁群
众就近在园区就业， 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
之忧。 山楂园等特色产业的培育，辐射带动
了当地和周边群众走上致富路， 如今搬迁
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在大石村的东茂山楂园， 我们见到了

女主人徐尤娣。 八年前她和从部队退伍回
来的丈夫放弃了城里优渥的条件和做了多
年的药材生意，种植了五百亩山楂和芍药，
今年的山楂发动村民和游客一起采摘，鲜
果产量两百吨，年产值几十万元。

徐尤娣性格很开朗，也很健谈，提起创
业来她滔滔不绝， 她说：“老公当兵退伍以
后，我们在城里做药材批发生意，后来回村
创业。 听说我们这儿的土地适合种山楂，就
决定种植山楂， 现在种山楂的园子以前都
是荒地， 是我们用挖掘机挖出来的。 2014
年，我们从外地购回 4 万棵山楂树苗回来，
种植三年以后山楂树才开始挂果子。 我们
开这个农家乐今年第四年了， 刚开始请了
厨师，后来我就自己下厨。 不做不行，上边
儿有老的，下边儿有小的，我婆婆今年都 80
多岁了， 还在家帮我们带娃。 最近这段时
间，我一直在山楂园忙，孩子都没照顾好。 ”

提到山楂园的前景，她踌躇满志地说：
“要想把山楂园搞好， 还需要大量的投资，
再把山楂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 这样才
能留住客人。 后期我们打算把山楂园再扩
建一下，建一些观景房，再修些花坛，把我
们的山楂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空心山
楂、山楂罐头、山楂糕、山楂酱、果丹皮等。 ”

告别山楂园，游客意犹未尽。 十月石梯
天气好， 可爱冬景似春华。 此时不羡闲人
醉，景不醉人人自醉。

“轰隆隆，轰隆隆……”一大早 ，隆隆
作响的旋耕机在田埂上来往穿梭。 在石泉
县云雾山镇水田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新
流转的 50 亩土地上， 嘹亮的吆喝声与轰
鸣的机器声融合在一起，一派热闹的耕种
景象。

“第一批流转了近 80 亩土地，其中 50
亩土地种植油菜。 一方面，能壮大集体经
济，进一步带动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在政
府的支持下， 我们村预计明年围绕休闲、
养生打造旅游项目， 盛开后的油菜花，也
可以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水田坪村文书
李刚烈高兴地说道。

今年来 ， 水田坪村依托本土文化优
势，积极整合村内旅游资源，加快推进旅
游配套产业规划与发展，鼓励有条件的村
民开办农家乐，通过文化旅游、生态旅游
等模式推动农旅融合深度发展，进一步带
动群众实现就业增收。

据悉，云雾山镇将继续按照 “一村一
品一园区”规划，充分挖掘各村优势产业，
不断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稳步推进镇
内农旅融合项目。 同时，围绕魔芋、黄花菜
等特色产业， 持续推进乡村旅游多元化，
加快落实农旅融合发展蓝图，以各村资源
整合与产业联盟为着力点 ， 拉长旅游链
条，将共同富裕的“蛋糕”越做越大，全力
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细，实实在在走进
群众的美好生活里。

当前，正值柿子树栽植最佳时期。走进汉阴县双河口镇火棺子
树村，农业技术人员、产业大户、镇村干部正忙着放线打点、测量挖
坑，为打造水果柿子产业做前期准备工作，场面热闹非凡。

火棺子树村位于县城北部 24 公里处，共有耕地 4210 亩，林
地面积 12252.1 亩， 全村下辖 5 个村民小组， 柿子栽种历史悠
久。 今年，在“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的指引下，该村因地制宜，计
划在年底种植水果柿子 220 余亩， 把种植水果柿子作为农民增
收的特色亮点产业。

“等来年大家到火棺子树村，春天可以沿着汉双二级路赏柿
子花，秋天可以体验采摘红彤彤的柿子，回去还能带上深加工的
柿子产品。 ”驻村第一书记刘斌笑着说道。

近年来，火棺子树村通过“政府补贴、单位扶持、合作社带
动、群众参与”的方式，大力发展中药材、蚕桑、冬桃等特色产业，
不仅整合了村级集体资产、闲置土地、基础设施等各类资源，同
时也盘活了村集体土地和闲置劳动力，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活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足腰包。

火棺子树村的柿子种植仅仅是双河口镇柿子产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目前，双河口镇共种植柿子 100 余亩，下一步，双河口镇
将继续扩建产业布局， 计划在古镇景区周围栽种柿子树 4000
棵，打造四季有花、三季有果的新天地，同时以柿为媒，来展示双
河口绿水青山的生机与活力，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幸福之
路。

岚皋县紧盯产业振兴“一村一策”的现
实需要，推行科技入农、科技兴农战略，进
一步带动农户增收， 走出乡村绿色生态产
业振兴的新路子。

刚刚过去的金色十月， 在孟石岭镇柏
杨林村西部皇田富硒水稻产业园区， 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割宰、脱粒、粉碎稻
秆一气呵成。

“我们的收割机每一台相当于 12 个人
至 15 个人的工作实效，这样既缩短了收割
期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的劳作成本。 ”园
区负责人刘飞鹏介绍。

今年以来， 岚皋县西部皇田粮油有限
公司在武学村、柏杨林村共流转 40 余户农
民土地，增种富硒有机水稻 500 余亩，吸纳

当地村民务工 50 余人。 同时投入 50 余万
元陆续采购 10 余台中型收割机进行机械
化收割， 今年亩产量达到 1000 斤以上，人
均增收 2000 余元，实现了“农民增收，产业
增效”的共赢目标。

在武学村驻村工作队实践田， 该村工
作队结合村情实际， 引入了西部皇田富硒
水稻品种，探索出将鱼、泥鳅、青蛙放在水

稻里进行养殖的“稻田+”模式，并试种超级
千金豆、瑞豆 1 号、菏豆 12 号等六个品种
的大豆，2.2 亩的实践田中，稻鱼、稻蛙、稻
鳅 1.6 亩，大豆 0.6 亩。 通过科学选种、安装
驱虫灯、围护栅栏等种植手段，努力打造优
质高效的示范基地。

如今， 孟石岭镇武学村的实践田成了
“智慧农业”的有效示范，并通过土地流转、

就地务工等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该村
第一书记吴远兴还计划将这种模式在本村
乃至全镇推广。

“下一步要实施智慧乡村建设，其中一
块就涉及我们实践田的智慧种植， 包括土
质检测，还要安装高清摄像头，随时能观察
到水稻或者其他农作物的长势情况。”吴远
兴表示。

近年来，岚皋县紧盯乡村振兴，坚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今年累计投入建设资金 120
余万元，在 58 个村建设了“实践田”，通过
大豆、时令花卉、稻花鱼等特色种养项目为
1300 余户群众实现增收，让科技走入农业、
走进农村，走出了“科技富农”的新发展之
路。

有这样一位退役军人， 虽然从橄榄绿
变成普通衣， 但不变的是军人的责任和担
当，在变换的岗位上不忘军魂，以责任与汗
水延续军人的誓言， 以军人的姿态守护着
为民的初心。

他就是 1983 年出生的颜超，2017 年他
结束了 12 年的军营生涯转业，回到了位居
巴山腹地的家乡镇坪县， 被安置到该县民
政局工作。 他虽然脱下军装，却褪不下为民
服务的炽热情怀，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军人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庄严承诺。

2021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 ， 也是让
颜超刻骨铭心的年份。 荣获 2009 年国庆
大阅兵三等功 ，服役 12 年荣获优秀士兵
嘉奖 7 次的颜超 ， 在单位急需选派优秀
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时 ，挺身而出 ，告

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 ，主
动承担起驻村工作任务 ， 进入基层一线
工作。

与同龄人相比， 军人出身的颜超多了
一份成熟，多了一份担当。 出生农村的他深
知村民的生活习惯和交流方式，到村后，快
速适应了驻村的工作节奏， 充分发挥所学
之长，挽起袖子融入村民中。 每天完成驻村
工作外， 还挤出时间自学， 经常学习到深
夜，以最快的速度梳理新政策、新要求、系
列政策文件， 全面了解工作动态， 驻村以
来，颜超用责任抓落实，用真心换真情，圆
满完成了阶段性工作任务。

12 年的军营生活 ，长期的基层工作 ，
练就了颜超机敏的嗅觉和敢说敢干的胆
识， 他深知要想发展就一定要找准路子，
他深入了解村情， 积极对外衔接沟通，组

织包户干部加大宣传动员， 对接农林、水
利等部门 ， 开展农民种养殖产业教育培
训 ，带领村两委到友谊村 、兴隆村 、竹叶
村等示范村学习借鉴，理清发展思路。 通
过调研学习 ，立足青台村资源优势 ，按照
一村一品发展思路 ，以水稻 、魔芋 、乌鸡 、
生猪等为主导产业 ，因地制宜探索出 “两
林一稻一园区”的“产业融合+绿色发展 ”
新模式 。 依靠青台水稻传统种植资源优
势， 在民政局的帮助和村两委的支持下，
引进了镇坪县元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计划投资 1 亿元 ，打造元泰中药康养
产业园 ， 倾力打造青台生态康养旅游品
牌 ，还积极发动致富带头人 ，通过伟杰生
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乌鸡养殖带
动全村畜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兴产业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

“要不是颜书记，我命都没了，还能享
受到这么好的政策， 他比我自己娃儿都要
亲。 ”60 岁的邹蔚鲁老人如是说。

2021 年 11 月 4 日，颜超在走访农户中
发现杨桂清老人不小心摔倒将头部摔伤，
血流不止，老人的儿女未及时将老人送医，
只是用土方法在给老人止血， 他迅速将老
人背起用私家车送往镇卫生院，“还好送得
及时不然老人就有生命危险了。 ”“太感谢
颜书记了，不然我们就要出大事了。 ”老人
的儿女连声感谢颜超。

一腔热血走出去， 又信心满满走回来
的山里娃， 始终保持着军人风采的颜超从
军人到基层干部， 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用实际行动把服务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把真情种在了乡亲们的心坎上。

颜超：军人本色在基层一线闪光
通讯员 马艳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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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毕顺 邵欢

走进白河县茅坪镇朝阳村安置点小菜园，竹栅栏将菜地分
成小块，每一块菜地旁都挂有号码牌并标有户主姓名，格外惹
人注目。

近年来，茅坪镇一直把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作为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小菜园工程便是其中一项有效举措。 通过给搬迁
群众划分小菜园，让群众找到对新家的归属感，还为群众省下
了买菜钱，降低日常生活开销，一举多得，深受好评。

石婷婷 卫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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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上柿子树 迈上致富路
通讯员 李萌 王建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