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大家环保意识差， 乱堆垃圾现象比较普遍， 风一
吹，路面和沟渠到处脏兮兮的，现在大家素质明显提升了，家
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乱堆垃圾的现象也不见了，大
家的心情也舒畅了。 ”看到近几年来村庄的一些变化，汉阴县
城关镇中坝村村民刘小成感慨万分。

中坝村位于汉阴县城以西 2.5 公里处 ， 全村 1887 户
6482 人，作为全市人口第一大村，近年来，中坝村紧紧围绕
“千万工程”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坚持内外兼修，狠抓人
居环境整治、培育富民产业，将文明创建和民生福祉、乡村振
兴、农旅融合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实现了从“环境美”向“生
活美”、从“外在美”向“内在美”的华丽蝶变。

美出宜居新家园

近年来，中坝村以“千万工程”为抓手，以点带面，总体推
进，深入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行动，通过持续完善村级基础
设施，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村内种植 1000 余株四季常青
风景树，安装 420 余盏太阳能照明灯，不断刷新乡村新颜值。
为解决搬迁至该村安置点的 324 户 1366 人就业增收难题，
完成 2000 平方米的搬迁安置社区工厂建设和 4700 平方米
文化活动广场建设，兴建“八个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同时，投
资 100 余万元，将老村部改造为中坝村互助幸福院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设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室、书法书画室、广播
室、文化器材陈列室，标准化村卫生室等配套服务设施，扩充
了村级场所服务功能。 全村电视、自来水、互联网接通率达到
100%。

2021 年开始，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中坝村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理念，强势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以塑造“天
蓝、地净、山绿、水清”大美乡村形态为目标，积极调动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科学规
划、分片实施、综合治理，全村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从“拆、治、建、管”着手，狠抓拆违治乱、村庄清洁、植绿
补绿，中坝村一砖一石、一路一巷、一沟一渠的环境卫生悄然
发生着变化，如今的村组院落，所到之处无不干净整洁、赏心
悦目。 月河两岸金黄的稻田、文化广场上跳动的乡村舞者、农
家小院绿意盎然的庭院经济，展示出“破旧立新”后的美丽乡
村新气象， 村容村貌的变化也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了新机遇，
千亩富硒稻种植基地和猕猴桃产业园已成为汉阴的“网红打
卡点”，游园观光、入园采摘、购买农家土特产，游客们纷纷而
至，为村民增收提供了新支点，有效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

旺出乡村新动能

金果飘香季，喜获丰收时。 近日，走进汉阴县城关镇中坝
村千亩猕猴桃产业园，连片的猕猴桃树碧波荡漾，翠绿的猕
猴桃藤枝上挂满了猕猴桃果，这些毛茸茸的果子在起伏的绿
波下显得格外耀眼， 果农们穿梭于藤架之下忙碌地采摘果
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中坝村千亩猕猴桃园区种植的
猕猴桃是经过精心挑选， 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的优良品种，
有新乡、红阳、皖翠、金魁、中华金霞等，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
生产标准种植管护，修树整形、控枝促果、防病虫害等各个管
护环节落实精细管理，产出的猕猴桃口感甜润，猕猴桃产量

和品质也连年提升。
“兴产业、稳就业、富群众”是中坝村推动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 近年来，该村在苏陕协作助力乡村振
兴的大背景下，结合村情实际，制定村级经济发展规划和措
施，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先后成立集体经济
合作社和中坝村晟丰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现有成员
434 户 1655 人，共计入社资金 225.6 万元；积极争取引进陕
果集团流转本村 2000 余亩土地， 建成全市最大的猕猴桃产
业园，并在 14 组和 5 组流转土地 300 余亩，大力发展猕猴桃
和蜂糖李种植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务工、收益分红等方
式直接带动村民增收，实现了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的美好生活
愿景。

绘出文明新图景

今年以来，中坝村坚持法德并举，建立组织协调机制、常
态化排查机制、工作运行机制，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及
时掌握倾向性问题，做到矛盾纠纷早排查、早发现、早化解，
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事项实行一站受理、依法办理、限时处
置、办结归档，确保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依法公正、程序规范、
公开透明，1 至 9 月份累计化解矛盾纠纷 13 件， 调解成功率

达 100%，实现了矛盾不出村、纠纷能自解。
家门口有“诗和远方”，更有孝义文化，为厚植精神文明

之魂，培育孝义善举新风，该村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
捆在一起抓，深入推进孝义善举培育工程，大力宣扬爱国守
法、孝老敬亲、诚实守信、见义勇为正能量，推动“孝义文化进
万家”，引领村风家风持续向好。 结合村情实际，在九组移民
搬迁安置点制作宣传中国道德文化、孝义善举文化，倡导文
明和谐新社会，创建文明示范一条街，精心设计了反映乡村
文明、四德工程、道德教育等内容的宣传画，既装点了村容村
貌，又在潜移默化中教化了群众。

今年以来，该村利用传统节日为契机，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及普法活动，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指导，养成好习惯为主线，以涵育乡风文明、弘扬正能量
为目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四会”组织，创新实施
“五义、四讲、三热爱”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村民小组会、院落
会，宣传引导村民群众从自身做起，抵制陈规陋习，树立良好
家风。 每季度组织乡贤理事会定期开展“道德模范”“十星级
文明户”“好婆婆、好儿子、好儿媳”“致富标兵”“道德模范”等
好人好事评选表彰活动，累计表彰先进典型 30 余人，引领全
村上下人心向善，构建了“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精神文明家
园的新格局。

05
审核 张德迎 编校 吴苏 组版 国芳 邮箱 1030738808@qq.com 热线电话 0915—3311918

总第339期 2024 年 10 月 16 日秦巴文旅

近年来， 石泉县坚持把旅游产业作为兴县富民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
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持续推动旅游产业提等升级，
形成“旅游一业突破，引领多业融合”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在石泉县旅游服务中心，卫生间内已进行优化改造，加装热水器，并在
盥洗台安装有冷热水龙头，贴温水提示帖，提供温水和热水，让游客身暖心
更暖。

湖北游客李女士说：“我刚才进卫生间，以为都是凉水，没想到打开就
有热水，感觉很贴心，热水淋在手上、暖在心间。 ”

石泉县结合全省旅游服务 “三秦四季 暖心工程” 安排部署和工作要
求，目前已完成秦巴街区、鬼谷岭、县城旅游服务中心、秦巴风情园游客中
心 4 个“智慧厕所”和 A 级景区 32 座旅游厕所“暖手工程”建设，旅游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旅游服务持续优化。

石泉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欢介绍道：“我们通过建立县、 镇、景
区三级智慧旅游服务网， 明确各级主要负责人旅游管理服务职能职责，负
责区域旅游常态化管理，将县、镇党委书记民情‘三本账’延伸到景区，及时
回应游客关切、维护游客权益；组建县假日旅游指挥部，实行集中办公、实
时调度，假日期间全县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以辛苦指数换取游客幸福指数，
形成‘处处都是旅游环境、人人都是旅游形象’的发展格局。 国庆期间，按照
全市旅游志愿服务‘四有四优’服务标准规范设置旅游志愿服务点 25 个，在
岗志愿者 80 余名，全天候为来石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

夜晚，华灯初上，走进依托明清古建筑群修旧如旧的秦巴老街上，只见
身着古装官服的 “县令” 在 “卫士、仆从” 的簇拥下走出县署，鸣锣开道
走上街去“巡察”民情，民俗音乐会上的中西乐器演奏各有特色，身着戏服
的演员在古香古色的老街上唱着汉调二黄，特色餐饮 、精品民宿、非遗展
厅、旅游购物、汉服体验等不同业态应有尽有。 游客一边吃着烤鱼、石锅鱼，
一边感受古城焕发出的新活力。

“我们也是听说了石泉老街很美很漂亮，石泉的石锅鱼很好吃，我们就
想过来看一下，然后意外的刚好看到县太爷巡街，这个真的一加入进去就
感觉像是回到了古代，感受很不错。 ”观看完表演，游客陈女士意犹未尽地
说。

紧盯“中国汉江石泉旅游休闲度假区”定位，石泉县按照“一核引领、四
区联动”总体空间布局，做足“旅游+”“+旅游”文章，持续推进城旅融合、农
旅融合、教旅融合，不断培育精品民宿、节庆活动、文化演艺、体育赛事等消
费热点，引导旅游业态融合创新裂变，全县旅游产品供给、旅游文化活动日
益丰富，旅游休闲体验不断增强。

“我们也在持续不断地丰富秦巴老街、后柳水乡、中坝作坊小镇等景区
景点文旅业态，国庆期间开展的“百姓大舞台”全民 K 歌、“古城时光”民族
音乐会、开城门将军巡城、艺术快闪等 10 大类 50 余项文旅活动，让游客可
感知、可体验、可参与，持续引流促销费。 ” 谈及以旅促融的做法，陈欢娓娓
道来。

石泉县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捆绑使用、各计其功”原则，打破部
门利益局限，以项目资金整合强化要素保障，提高旅游基础设施配套能力。
用好用活“占补平衡”政策，采用“点状供地”方式破解旅游用地难题。 建立
政府配资、项目带资、金融投资、招商引资、社会融资多点发力的投入保障
体系， 设立旅游产业专项基金 2000 万元，2018 年以来统筹各类资金近 30
亿元用于旅游业态培育和景区景点建设等大项目配套，高标准完善景区道
路、停车场、旅游厕所、观景平台、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

徜徉山水之城，静享石泉十美。 石泉县文旅广电局局长李华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文塑旅’发展理念不动摇，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深
入挖掘地域文化，将民俗文化、非遗传承、乡土风情等特色文化纳入旅游线
路、融入景区景点。 创新开展文旅活动，加强体验感和参与性，持续提升‘秦
巴山水·石泉十美’知名度和美誉度。 同时加快推进文共体建设，‘紧紧围绕
文共体建设路径和工作目标，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
为抓手，打造新型文化空间，创新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方式和内容，推进城乡
公共文化均衡共享。 ”

本报讯（记者 吴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日
前发布了《关于确定 10 家旅游度假区为省级
旅游度假区的公告》，瀛湖旅游度假区、石泉
县后柳水乡旅游度假区位列其中。

瀛湖旅游度假区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位于安康市城区西南 16 公里处，是西北
五省最大的淡水湖。 总面积 102.8 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 77 平方公里， 周长 540 公里，
库容 26 亿立方米，平均水深 100 余米。 景区
碧水蓝天，水质优良，物种丰富，气候温和，岛
屿众多，素有“陕西千岛湖”之称，是独具秦巴
汉水自然风光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陕西十大
美景之一。

后柳水乡旅游度假区位于石泉县后柳
镇，这里三面环水，背靠青山，位于石泉县南
部。 地处秦巴胜地，汉水之滨，千年古镇在悠
悠的岁月中被赋予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

后柳水乡也叫后柳古镇，这里三面环水，是
明清时期的码头古镇， 至今这里还散发着昔日
的繁华，半岛湖光山色、乡村古镇码头与江水渔
家灯火相映成趣，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象。

文 明 乡 风 满 目 新
通讯员 张辉

安康新增 2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石
泉：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引
导
业
态
融
合

通
讯
员
周
肇
星
赵
大
方

瀛瀛湖湖景景区区

后后柳柳水水乡乡

鸟鸟瞰瞰中中坝坝村村

护护水水净净土土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精精神神文文明明表表彰彰

集集体体升升学学礼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