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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宁陕县四亩地镇始终将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作为提升群众
幸福感、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
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加快培树时代
新风，积极开展乡土文化活动，为广大群
众打造一片精神文化的乐土。

推动文化资源下沉，文化服务网络
日益完善。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四亩地镇大力推进文共体镇级分
中心、村级子中心建设，目前已建设镇级
分中心 1 个、村级子中心 4 个、村级联合
子中心 2 个，每个活动中心都配备了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多功能室等场所，并
购置了音响设备、乐器、体育器材，为群
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保障。同时通过
招募文化志愿者、邀请专业老师指导等

方式，不断提升分中心 、子中心的服务
水平和活动质量。 如今镇、村两级的文
共体分中心、子中心已成为村民们学习
交流、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文化的种
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 绽放出绚丽的花
朵。

加快树培时代新风，打造文化服务
主阵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通过多种形式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
尚。 利用街头巷尾的文化墙、 宣传栏等
载体，广泛宣传新时代的文明理念、好人
好事等内容。 积极开展 “清风好家庭”
“好婆婆好媳妇”“五美庭院”等各类评选
活动，通过村民自荐、邻里推荐、村委会
评定等方式，评选出一批在家庭和睦、环
境卫生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先进典型，这

些活动的开展， 激发了村民积极参与文
明创建的热情， 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有效地推动了时代
新风的形成。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群众文化生活
丰富多彩。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精
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文体活动， 不定期举办各类文艺演
出、讲座培训，让广大群众在参与中享受
文化带来的获得感。 截至目前， 四亩地
镇已成功举办了春节民俗展演 、“春之
味”美食大赛、庆中秋迎国庆文艺汇演等
3 场大型活动， 开展戏剧表演、 培训讲
座、展映阅读等活动累计 20 余次，吸引
了众多文艺爱好者踊跃参与。 此外，结
合重要节日和纪念日， 开展主题文化活

动，如春节期间的义写春联、元宵灯会、
中秋文艺汇演等， 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让群众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这些活动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展示才
艺的舞台， 更促进了乡间邻里的团结交
流与和谐发展。

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
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 四亩
地镇将持续加大投入 ， 不断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 ，
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 、高效的文
化服务 ， 让文化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
落 ， 让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 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
神动力。

以“村 BA”推动文明新风润城乡
通讯员 陈博

岚皋县第二届巴山汉水“陕西村 BA”体旅促商贸
活动比赛现场，观众“人山人海”，球员们在场上奋力争
先。 赛场外，一场场“我为文明岚皋做代言”“我为村 BA
做推荐”“我为赛事助力”的生动实践，一次次“文明齐
步走”“小手拉大手”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展开，一张张温
暖友善笑脸的甜蜜绽放……在岚皋， 文明和谐的场景
遍布大街小巷，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活动如春风化雨，滋
润心田。

开展文明创建 擦亮城市幸福底色

“我们每天都会准时到城区各大街小巷，如果发现
有破乱的广告牌、绿化带垃圾等，我们都会及时联系商
户或住户及时进行更换和清理，这样，来岚的游客看到
也舒心，我们也高兴。 ”岚皋县城管执法大队干部龚道
兴介绍道。

自岚皋村 BA 开赛以来，岚皋县坚持以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为龙头，按照“乡风民风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
来、人居环境美起来”的总要求，持续统筹推进文明单
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文明社区等创建活动；充分发
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组织作用，全县各镇
（村）大力开展移风易俗、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活动等
1000 余场。 进一步保障了村 BA 沿线环境规范有序，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岚
皋县坚持创文为民、创文惠民、创文利民理念，一系列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百花齐放，城乡环境面貌、社
会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水平、群众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推进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我为他们理发我觉得很开心，希望这些来我们岚
皋打球的小伙子能满意。 ”岚皋县美发协会会长胡志波
说。 “阿姨您好！请不要乱扔垃圾，我们要展示我们岚皋
文明观赛的好形象。 ”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对
一位本地群众劝说道。

在岚皋村 BA 期间，“红马甲”们的故事每天都在上
演。 下午开赛前暴雨来袭，志愿者们冒雨打扫赛场；凌
晨一点，志愿者和白衣小哥一起护送烫伤小孩；比赛结
束后引导帮助残障人士过马路；在村 BA 比赛现场照顾
走丢的孩子；协助村 BA 沿线交警做好路口执勤等志愿
服务，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座城服务一个人”的
理念。 此外，还组织相关部门、单位、社区开展“文明观
赛”“小手拉大手”“我为村 BA 代言” 等 10 余项志愿服
务活动，受众达 2 万余人次，打造了岚皋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圈，推动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便利化 、品牌
化。

一场场接地气、 冒热气的文化活动， 一次次有温
度、有深度的志愿服务，一条条增颜值、提气质的实践
举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犹如阵阵清风， 温暖着
人心，传播着文明，浸润着百姓的生活，成为和美岚皋
最鲜亮的底色。

做好文明培育 点亮向上向善明灯

9 月 2 日晚， 岚皋村 BA 第二阶段冠军颁奖仪式
上， 一位老者步履蹒跚地走向球员， 并为获胜球队颁
奖。 据主持人介绍，这位老者名叫刘照元，他是岚皋县

蔺河镇蒋家关村二组的村民。 曾荣获“中国好人”、陕西
省第六届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五年前，他的儿子得了
鼻咽癌和淋巴癌，为了给儿子治病借了很多钱，不仅花
光了家中所有积蓄， 还向亲朋好友借了个遍， 整整 2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在爱心企业的帮助下，刘
照元已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他用勤劳有力的双手践行
着自己的诺言，更是用行动诠释了“诚信”二字的深刻
内涵。

刘照元诚信还钱的感人故事受到现场球迷和观众
的广泛关注，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近年来，岚皋县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大力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不断为新时代新征程全
面建设和美岚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截至目前，全县共
有各级精神文明先进集体 267 个，其中国家级 5 个、省
级 22 个、市级 86 个、县级 154 个。

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岚皋各级各部门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同时，岚皋县充分利用
各类媒体及户外宣传载体，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细落小，在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
街头绿地、 公园广场等场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
可见，在广播、电视、网站及各类新媒体平台，策划开设
“创文进行时”“孝义善举”“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等专
栏。

“下一步， 全县将以建设崇德向上和美岚皋为契
机， 让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在村 BA 赛事期间持续发力，
为和美岚皋建设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
和精神推动力。 ”岚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阳周菲
说。

秋日的周末，来到凤凰山北坡的三田坝，只见松叶绿、枫
叶红、桦栎金黄、层林尽染，一派醉人风光。 当我们随着村干
部一道来踏勘“生态康养产业园”规划时，如不为这一选项而
拍手叫好。

三田坝位于汉阴县涧池镇的月河南岸，属于五星村第六
村民小组。 作为凤凰山北面山腰的一片台地，这里土地平缓、
水源丰富， 清朝末年就沿山顺坡兴修了 300 多亩水平梯田。
由于山坡不平、梯田窄长，被人形容为“三田一耙宽”。 久而久
之，传讹了文字，传成了地名，人称“三田坝”。 这里因有形似
山梁南坡“凤堰古梯田”般的好田好地，历史上便是有名的富
遮之地。 然而，由于台地之下坡陡水急，出行不便，长期限制
了经济发展。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进城入镇人口的增多，
这里几乎人去房空，田地芜。

2023 年夏季，村党支部书记张宗盛带着“开发三田坝”的
梦想，找到汉阴县慈善协会，请求支援“慈安便民桥”项目，以
利解决“过河难”，好把原有的村组简易公路拓宽升级，打通
产业路，兴办生态康养园。 朱前平会长带领副会长吴斌前来
考察后，认为村上的设想可行，应予支持。 但因“慈安便民桥”
的奖补金只有 7 万元， 二位会长主动扛上服务山民的重任，
立即分工奔忙：朱前平负责筹款，吴斌协助村上抓工程建设。
朱前平通过国家建设银行驻汉阴县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助，
赢得建行援助 20 万元，又争取了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县交通
局等部门支持，终于整合了建桥款 38.9 万元。 有了资金保障
和群众支持，吴斌巧抓工程进度、狠抓质量监督，只用两个月
时间，就协助村上建起一座长 21 米、宽 6.2 米、高 5 米的混凝
土平板公路桥。

五星村借势发展，一边整修公路，一边动员三田坝的村
民用土地、山林、房屋和劳务加入村级集体合作组织，筹办生
态康养产业园。 他们规划整合三田坝的自然、人文资源，利用
890 亩耕地兴办有机粮油基地和参与式种植园， 利用 980 亩
林地发展特色林果、苗木花卉，利用 24 户村民的土墙房屋改
建民宿集群、颐老乐园，联合一个 800 的杜仲园，整体建成集
居住、养老、运动和休闲、研学、科普、观光为一体的康养综合
体。 目前，他们正在科学设计的基础上有序开发。 一个自然、
时尚的“三田坝生态康养产业园”，因了“慈安便民桥”的给
力，正从月河南岸款款向人们走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永明 杨秀军）“现在的水清澈干净，满意得很！”五里
镇鲤鱼山村村民李世奇说起自家门口的自来水，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以
前没有安装自来水管道，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混浊不卫生。 ”

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 近年来，汉滨区坚持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不
断加强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水管网到村到组全覆盖，保证农村供
水安全，确保村民用上“安全水”、吃上“健康水”。汉滨区 39 处直管水厂采取
“供水片区化、建设标准化、管理公司化、服务智能化”的“四化”模式，破解农
村供水管理难的问题。

“我们在每个镇办设立了集中供水厂，以集镇为片，村组为段，把村组的
供水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责任人身上，责任人主要负责水费抄收、日常维护、
管网巡查、水源地管护等工作。 ”汉滨区供水总站副站长丁义良介绍。

距离安康城区 5 公里的建民水厂，四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走进水厂，
一个巨大的供水设施，各种管网星罗棋布，在加药装置、消毒投加装置共同
配合下，原水进入管式混合器，加入混凝药剂后，进入混凝反应池，再到沉淀
池去除杂质、消毒等环节，达到生活用水标准后才可输送到千家万户。

五里区域供水副站长康伟介绍，建民水产是陕西最大的农村集镇水厂，
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智能监控，一旦发现供水异常，工作人员只需
在中控室用电脑或手机端操作，就能迅速控制供水站的设备，并同步派出专
业人员到问题点位开展维修管护，切实做到精准检测、快速处理。

“我每天都会按时检测水质，实时监测水质变化情况，并做好相应调节，
同时检查供水设备，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确保水质达标，供水设备正常运
转。 ”水厂工作人员王静介绍。

在五里镇张营村村民张富苹， 正在家门口的自来水池里洗涤蔬菜：“我
家的自来水从安装使用以来从来没间断过，水质好、水量大，能够满足我们
一家的生活用水，方便得很！ ”

汉滨区 7 个区域供水分站，在管理运行过程中积极完善便民措施，采取
线上线下方式收取水费。一方面依托“智慧水
务”建设，开通微信、支付宝等缴费业务，用户
可直接通过手机缴费；同时针对老年群体，采
取上门收费，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
量，确保 79.83 万农村人口全部吃上稳定水、
安全水、放心水。

四亩地镇：加快文共体建设
通讯员 李威 杨莹

汉滨“四化”发力
让村民用上安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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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中原镇中心社区村民自发组织集资捐款，兴修饮水工
程，同时各家各户义务出工出力，将清澈卫生的山泉水通到了各
家各户，让全村民小组 288 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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