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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 胡欣琪 通讯员 李胜福）12 月 13 日，以“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消费升级”为主题的“2024 泸康秦巴行”品牌宣传推介活动在紫阳
县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泸康酒业集团公司代表详细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特色
及市场布局，并与紫阳 3 家经销商进行了合作签约，共同开启合作共赢新篇
章。 此外，汉滨区文旅广电局的干部也对汉滨区的名优农特产品和文旅融合
项目进行了专题推介，展示了汉滨的丰富资源和独特魅力。 随后，经销商代
表作发言，分享了宝贵的销售经验，并表达了对市场的未来之盼。

此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 有助于进一步宣传和扩大泸康酒品牌知名
度，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扩大地区产
销合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下一步，“2024 泸康秦巴行”品牌宣传推介活动将继续深入秦巴腹地，
挖掘更多优质资源，携手更多合作伙伴，共同绘制消费新蓝图，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冬天不耕田，人闲过冬眠，夏秋忙两季，天冷闲半年。 ”这是过去农
闲时节的真实写照，如今走进石泉县喜河镇的田间地头，冬日却是另一
番生机勃勃的景象。

初冬暧阳照耀下的喜河大地，依旧生机盎然，随处可见冬耕冬种的
忙碌身影。 绿意盎然的油菜田间，种植户正忙着施肥，田间地头，农民正
忙着翻耕土地，为来年种植经济作物做准备。 百亩夏枯草种植基地里，数
十名村民在田间忙着给幼苗施肥……村民们辛勤忙碌的身影与广阔的
田野、苍翠的远山相互映衬，一幅幅生动的乡村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走进喜河镇大雁村预制菜产业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羊肚
菌种已播种完成，村民们分工协作，浇水、覆膜、盖遮阴网……齐心协力
为羊肚菌的生长打造最佳环境。

羊肚菌香味独特，营养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但种植难度较大，对
土壤、空气、温度、湿度的要求比较高，相比其他菌种更为娇贵。 这段时
间，大雁村党支部书记李洪传每天都在大棚内忙碌，手把手指导村民进
行精细化管理，确保羊肚菌正常生长。

“今年是首次尝试种植羊肚菌， 目前试种了 10 亩， 已经完成菌种播
种，预计明年 3 月左右能采收上市。 羊肚菌这种冬种春收的栽培模式既
能有效解决土地季节性闲置问题，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还能带动周边
群众务工。 ”据李洪传介绍，羊肚菌相对娇气，从搭棚、覆土、种菌、盖膜到
采收的过程中，都需要精心管护，目前基地有 10 余名工人务工，都是居住
在周边的农户，每天工资在 120 元左右，利用冬闲时节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

据悉，今年以来，大雁村抢抓紫茄、辣椒等应季蔬菜种植机遇，由村
集体经济合作社牵头，集中流转土地承包集中种植，按照“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形式，盘活闲置土地及劳动资源，积极发展预制菜产业，实
行保价收购，有效增强农户发展产业信心。 今冬首次“试水”栽种羊肚菌，
明年试种效果不错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为石泉飞速发展的预制菜产
业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喜河镇立足自身产业优势，主动作为、精心谋划，围绕“一带
五区”发展规划和“六个千示范工程”产业布局，通过村集体经济示范带
动，将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重要渠道，建成预制菜基地 2 个，种
植黄花 238 亩、辣椒 200 亩、茄子 20 亩，让农户种有定向，销有方向。 同
时，坚持冬闲田发展特色产业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冬农产业，不仅
优化了冬季农业的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还让群众找到了适合自身
发展的产业之路，把“农闲时间”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农忙时间”。

下一步，喜河镇将把冬种生产作为冬季农业工作的“重头戏”，切实
抓紧抓好，深挖“冬闲田”潜在价值，稳定扩大冬种生产规模，实现“绿色
过冬”。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按照“统一规划、因域施策、突
出特色、抓点示范”的总体思路，使产业联农带农增收共富，大力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

近日， 汉阴县汉阳镇交通村阮家坝富硒园的头茬
草莓新鲜上市， 如同一颗颗红宝石闪耀在冬季的水果
市场，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亮色与甜蜜。

交通村坐落于汉江河畔，这里土质肥沃，水源纯净
且富含矿物质，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草莓的生
长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沿着村道前行，便能看到一
排排现代化温室大棚。 走进草莓大棚，内部宽敞明亮，
一垄垄草莓植株排列整齐，翠绿的叶片间，洁白的小花
与饱满鲜红的草莓相互映衬， 恰似一幅鲜活的田园画
卷。

游客们纷至沓来，在草莓丛中穿梭，尽情享受着采
摘的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在大棚内，不多一会儿，手中
的篮子就装满了鲜嫩欲滴的草莓。 游客马德香说道：
“听说交通村的草莓熟了，就过来摘了些，这草莓个头
大又甜，味道很不错，等礼拜六打算带小孩再来摘点。 ”

据悉，该基地共种植了 41 个大棚的草莓，在种植
过程中，从选苗、栽培到日常管理，均严格遵循标准化
流程，运用先进技术进行科学种植。这不仅确保了草莓
的优良品质，还保障了稳定的产量。阮家坝富硒草莓园
负责人阮小武介绍：“今年种植的 41 个大棚草莓包含
奶油、巧克力等品种，还有新品种黑珍珠草莓。 从十一
月中旬开始成熟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次年四月左右，
总产量 10 万多斤，预计收入能达 100 多万元。 ”

近年来，汉阳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优化产业布局，坚持多元化发展设施农业，积极
发展茶叶、草莓、羊肚菌、烤烟、油茶等特色产业，实现
了产业遍地开花，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晶晶）12 月 10 日，汉滨区汉滨初级中学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践行孝义善举 厚植四美民风”先进典型事迹巡回宣讲
活动，来自岚皋县的四位宣讲员以饱含深情的宣讲，让活动现场洋溢着浓
厚的文化氛围，现场师生侧耳聆听，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宣讲完毕后，汉滨初中党委书记徐平表示：“希望同学们能从岚皋‘四
美’典范中汲取力量，使孝悌、勤俭、诚信、好客等优良民风得以发扬光大，
在校园内营造一个诚信友善、团结和谐的环境。 ”

宣讲的不仅仅是个人事迹，更是一种精神文明的思想。岚皋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杨岚英说：“四美民风是孝义工程的具体实践， 岚皋县大力发扬
孝悌、诚信、勤俭、好客的文明精神，常态化开展‘四美民风’先进典型宣讲
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等活动，将“四美民风”的
精神，融入每一个角落。 ”

据了解，岚皋县主导的“践行孝义善举 厚植四美民风”先进典型事
迹巡回宣讲活动，深入机关、企业、学校及镇村，推进孝义善举培育工程的
深入实施，使“四美民风”惠及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宣讲团陆续进校园、机
关、企业、社区、农村、院落，开展“四美民风”先进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
50 余场次，线上线下累计 8 万余人次参与其中。

近年来， 汉滨区建民街道党工委将
孝义文化纳入“12346”工作总思路，将文
明新风纳入重点工作， 深化移风易俗新
举措，引领文明新风尚，持续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凭借一个个“小组织”撬动乡村
“大文明”格局，以点滴“小行动”凝聚磅
礴“大能量”，持续为乡村振兴筑牢文明
根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让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越来越强。

公益摄影暖民心

“爷爷， 和奶奶靠近一点，3 2 1 来
一起笑一下……”近日，汉滨区建民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携手义工联及爱
心企业联合开展 “留住微笑 公益圆梦”
爱心拍摄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身穿红色
马甲的志愿者们辛苦奔波， 逐村免费为
残疾人、退伍军人、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
老人拍照。

在志愿者和村干部的协助下， 老人
们听从指挥，很配合地坐直、抬头、挺胸，
保持嘴角上扬等姿势。“捧着照片那一瞬
间，村里王大爷专门跑回家取出 30 年前
和奶奶的合影，左右端详，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黄沟社区村干部左定琴
说。 照片记录着流逝的光阴、 奋斗的足
迹、携手的点滴，充满了爱与温暖，展现
了他们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 一

张张照片， 让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变得弥
足珍贵， 让这些老人们更加珍惜以后的
日子。

“看着这些照片， 我的心都被融化
了，一秒闪光，两秒快门，方寸照片，是这
些乡村老人生活的点滴， 也承载了曾经
的梦想，弥补了过往的遗憾。拍摄的那一
瞬间满足感无比强烈，无论有多累，我都
觉得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一名摄影志
愿者感慨地说。

“小杨，帮我打开微信，把这张照片
传给远嫁浙江的女儿， 我早都想和老伴
去拍照，路太远进城不方便，这不，家门
口就圆梦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李婆
婆乐呵呵地向汉滨区医保局派驻黄石滩
村第一书记杨晓娟说道。

孝义食堂享便捷

汉滨区建民街道长岭诚信路社区的
孝义食堂，通过分类施策，为做饭不便的
老人提供了一个方便就餐的场所， 还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这
些暖心行动，让寒冷的冬天充满温暖。

“奶奶，今天午饭是酸汤水饺，我们
现在给您送家里好吗？ ”午餐时刻，诚信
路社区干部唐静打电话给行动不便的老
人柯停林。 自孝义食堂开办以来， 打电
话、为老人送餐便成了他的的工作日常。

上午 11 点，社区居民李支菊、单福
喜准时来到孝义食堂， 准备与老朋友们
共进午餐。 “我每天到点来这里用餐，吃
完饭打打牌、下下棋、聊聊天，困了就回
家，这里饭菜软烂、味道不错、价格合适，
省得我在家捣鼓半天吃一点点， 还要收
拾好久，弄完腰都酸了。 ”留守老人单福
喜满足地说道。

为更好地解决老人吃饭问题， 诚信
路社区孝义食堂引进第三方经营管理，
让所有需要就餐的老人在寒冬腊月能吃
口热气腾腾的饭菜。 而为了让腿脚不便
的老人也能吃上热饭热菜， 社区志愿者
们分片包干、轮流值日，每到饭点便协助
工作人员在现场帮忙打饭、 端菜并提供
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我妈年龄大了，身
体不好，一个人在家做饭诸多不便，我们
在外务工也时常担心， 自从有了孝义食
堂，真是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在西安
上班的汪建兰感慨地说。

通过开办孝义食堂， 解决了更多老
年人的就餐问题， 让在外地务工的子女
没有后顾之忧， 甚至周边多个小区的老
人一到饭点也三五成群结伴前来就餐，
社区逐渐热闹起来， 更多的年轻人也加
入志愿服务队伍中， 形成了敬老爱老助
老的浓厚氛围， 社区里德高望重的老干
部、老党员，更是成了引领孝义新风、助
推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进一步推动了孝

义文化走深走实。

儿童之家伴成长

建民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 大多年
轻人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等居
多， 孩子们的教育和课业辅导令家长们
揪心。

面对现状，建民街道发挥“党建+”
模式，在人口密集、需求量大的村（社区）
创办妇女儿童之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工厂、村（社区）
卫生室等阵地，向文广旅游局、教体局、
学校、医院等部门争取资源支持，组建教
师、医生、大学生等志愿服务队，通过向
上链接、向下延伸的方式，探索实施文共
体、医共体、教共体等一体化运行，整合
各方资源，用最少成本创造收益最大化。

建民街道通过整合各方资源， 分别
在诚信路社区投资 15 万元、即将在月河
新村投资 10 余万元， 开办集课业辅导、
生活帮助、学习指引为一体的儿童之家，
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和“生哥帮帮团”等
服务。目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80 余期，
为 140 余名儿童提供作业辅导、 兴趣培
养、心理疏导、艺术教育、亲情陪伴等服
务 2000 余人次。 打通亲情缺失、家庭教
育空白“最后一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文 明 新 风 润 城 乡
通讯员 胡雪丽 王刚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旬阳
市仙河镇立足康养小镇战略定位， 积极推
进一系列重大举措，依托“旅游+、文化+、产
业+、养生+、养老+”等多业态共生共荣的
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人文气息浓郁、生态环
境宜人的特色文旅康养小镇。

近年来， 仙河镇持续加大人居环境改

造提升力度，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学习运
用浙江 “千万工程”
经验， 聚焦重点、精
准发力，推动人居环
境增 “颜值 ”、提 “气
质”。通过拆除违建、
清理整治 、 集镇美
化、厕所革命等一系
列措施，仙河镇的人
居环境得到了显著
提升。 同时，该镇还
注重强化日常宣传
教育，引导群众做好

“门前三包”，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参与、齐
抓共管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格局。

在基础设施方面， 仙河镇不断健全设
施，完善适老功能。 观庄社区群众运动场已
完成翻修改造， 为居民提供了运动休闲的
好去处。 此外，天增仙缘康养服务中心的建
设也是该镇打造康养小镇的重要举措之

一。 该中心配套设施齐全，包含多个功能区
域和服务类型， 旨在为老年人打造一个舒
适、安全、富有生活气息的养老居所。

同时， 仙河镇也注重历史传承和文化
底蕴的厚植，对武家大院绣花楼、王坪村牛
家阴坡大院等传统民居进行保护和修复。
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古树名木， 确保
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能够长久留存。 这些
古老的建筑和树木成为小镇历史与文化的
生动符号， 为小镇增添着无尽的诗意与美
好。

在此基础上， 仙河镇充分利用这些丰
富的自然人文资源， 开展了一系列文旅活
动，将传统农耕文化与运动健康相结合，吸
引了近万人前来体验。 活动的成功举办，不
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还提升了
仙河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今的仙河镇历史人文底蕴浓厚 、田
园风光独具特色。 特色民居、古树名木点缀
一河两岸，竹柳荫园、良田弥望，呈现出一
幅安居乐业、悠然闲适的和美乡村画卷。

“2024泸康秦巴行”
紫阳站启动

“四美民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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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好产业促振兴
通讯员 熊乐 曾瑶

“冬闲田”里种菌忙
通讯员 王玉鑫

推推介介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果果香香满满筐筐

草草莓莓红红了了

美美丽丽仙仙河河

文文旅旅活活动动

冬冬种种正正忙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