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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河队的春节守望
记者 魏涛

石泉春节假期旅游接待
人数同比增长 29.19%

1 月 27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一大早旬阳市双
河镇高坪社区女子护河队队长丁晓芬和队员们在
社区广场集合后，兵分两路，开展蜀河流域双河段
河道巡护、河流沿线村庄清洁。

“每月 1 日、15 日， 我们常态化开展巡河护河
及河道周边人居环境整治。 明天就是除夕，今天增
加一次巡河护院。 春节期间，我们将不定期开展。 ”
丁晓芬说，捡干净、摆整齐，可以提高群众居住的幸
福感和舒适度，也让归乡游子感受到家乡的洁净与
温馨。

这次巡河护河 2 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丁晓芬现
在还记得，第一次巡河，她们沿着管护的 6.5 公里
河岸线一路巡查、清理，从上午忙到太阳落山，捡拾
的垃圾、杂物装了整整 6 架子车。

西岔河、潘家河在双河镇交会而过，经蜀河流
入汉江 ，汇入丹江口水库后 ，一路 “北上 ”润泽京
津。最是坚守动人心。丁晓芬和队友在这条河道上
已经走了近 8 年。 去年 10 月，高坪社区女子护河

队党支部成立；11 月 26 日， 丁晓芬当选新队长，
从高坪社区女子护河队发起人朱先萍手中接过
“接力棒”。

“接过老队长的接力棒， 我感觉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 ”让丁晓芬欣喜的是，义务护河以来，十里八
乡的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很多人都
成了护河队中的一员。 高坪社区女子护河队从 9 人
到现在的 128 人，并发展成为覆盖全镇 19 个村（社
区）共计 2000 余人的爱心志愿护河队。

这支爱心志愿护河队队员的年龄从 10 多岁到
60 岁之间，有村民、学生、老师、返乡青年、党员干
部等，他们在“倡导新民风、深化河长制”活动中，已
从原来的单一河边捡拾垃圾杂物，发展成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推乡村振兴
的中坚力量。

“把妇女们召集起来， 组建一支女子义务护河
队。 ”这是 2017 年 3 月 8 日，朱先萍在高坪社区妇
女联谊会上说出的想法。 义务巡河护河风里来雨里

去不说，夏天要提防有蛇出没，冬天河道寒风刺骨，
鞋袜和裤脚经常会被河水打湿。 朱先萍感慨地说，
“没想到，不经意的一句提议，我和大家一起坚持了
这么久。 相信这支队伍会一直坚持下去。 ”

不再担任队长，朱先萍依然参加爱心志愿护河
活动。 “每次清理完河岸， 看着眼前水清岸绿的美
景，自豪感油然而生。 家门前的河水穿过大山、流入
汉江，送往京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守护好。 ”
朱先萍说。

新老传承初心不变，河水越变越清，也让幸福
流淌在人们心间。 2024 年，双河镇水洞沟景区入选
安康市 2023 年度市级水利风景区， 西岔河成功入
选安康市级幸福河湖。

“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 确保河水净，清水
送京津。 ”这是朱先萍自编的顺口溜，也是高坪社区
女子护河队的“队歌”。 2 月 3 日，立春，这首歌在河
边响起，歌声随清澈的水流，穿越大山，奔向北方。

正月初一，在岚皋县非遗小镇
四季镇月坝村文武广场，一场充满
乡土气息的“村晚”精彩上演，为村
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文
化盛宴。

夜幕降临，广场上早已聚集了
众多村民，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村晚”开
场。 活动开始，群众自编自导且极
具地方特色的 《三句半 》、舞蹈 《姐
就是女王》、手语舞蹈《感恩的心》、
小品《过年》等节目一一上演。 演员
们用诙谐幽默的方言和押韵的台
词，讲述着过去一年村里的变化和
趣事，引得台下观众笑声不断。

“整场晚会非常精彩， 演员都
是来自本村的村民，让我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和乡村的活力。 同时，

我也学会了一句方言：咱们这个春
晚真的是‘展展的’。 ”来自西安的
游客袁女士说。

“今天很荣幸能主持家乡的
‘村晚 ’，每年回家 ，家乡都有巨大
变化 ，村容村貌 、民风民俗都有质
的提升， 乡亲们的生活幸福感、获
得感不断增强。 我也希望通过‘村
晚 ‘文艺活动和精彩的表演 ，让更
多人来我们文武老街走一走、看一
看，吃吃农家乐，品品美食。 ”返乡
大学生程远淋感慨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月坝村举
行的第十届“村晚”，线上直播观看
人次达到 31.18 万人次， 活动现场
吸引游客 1000 余人次， 线上线下
带动消费达 50 万元。

清晨六点，晨曦洒在汉江江面上，像是
给江水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微光。 62 岁的向
常明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 他踱步到市
场买下家人爱吃的年货， 市场上密密麻麻
的灯笼将他沧桑的脸映照得红光满面。

“当年扛水泥包的时候，哪能想到有一
天会在江面开大船呢？”向常明望着江面层
层叠叠的波纹， 记忆随着浪花翻涌。 1980
年的春天，初中毕业的少年离开四川老家，
背着蓝布包袱挤上绿皮火车， 跟随亲友来
到安康的工地上务工， 他每天要扛几百袋
水泥，肩膀磨出血泡就垫块毛巾继续干。光
阴流转间，向常明靠着勤劳上进，一点点从
小工成了分包头， 又在汉江码头的清淤船
上练就了操舵绝活。

春节前的旬阳街头， 老向带着孙辈们
走街串巷的身影格外显眼。 腊月二十六刚
踏进家门，他就把外孙女抱在臂弯里转圈，
皮大衣口袋里揣着整沓红封———给孙辈的
压岁钱要包双份， 这是他坚持了多年的规
矩。“爷爷开的船像楼房一样高！”年幼的孙
子举着玩具船在院子里奔跑， 老向眼角的
皱纹里盛满笑意。

正月初五的家族聚餐上， 老向抿一口
苞谷酒，醉眼蒙眬间，手机余额显出一长串
的数字， 老向把手机递给儿子：“你们小两
口现在要养两个娃，压力大，这钱拿去花。 ”
妻子在旁边嗔怪他“不知享福”，他却掰着
手指算账：“年后就要去上海开大船了，月
薪八千多，包吃住，努力干个几年就能给孙
辈存够教育基金。 ”

夜幕降临时，老向总爱站在窗前远眺。
汉江在月光下宛如银练， 映照出万家灯火
里的人间团圆。这个初中文化的农民工，用
四十余年光阴完成了从工地小工到江河
“掌舵手”的蜕变，他的行程轨迹里藏着中
国城镇化进程的密码， 也印证着普通劳动
者“永不停锚”的精神图谱。

“等孙辈们上大学，我就享福咯！ ”老向
抚摸着栏杆上的露水，晨光中，略显佝偻的
背影与旬阳的山水融为一体。 他的目光朝
着远方眺望， 那是他为了家人努力拼搏的
方向，而在乡音悦耳的故土，儿孙满堂的家
便是最温馨的港湾， 永远为他留着明亮的
灯盏。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辉 刘汪
洋 陈阳军）正月初七，宁陕县龙王
镇永红村田坝安置社区文化广场锣
鼓喧天，热闹非凡，一场由返乡大学
生“挑大梁”的民俗盛宴火热开场。

两只金红相间的舞狮踩着铿锵
鼓点跃动翻腾， 时而俏皮逗趣眨眼
摆尾，时而昂首阔步尽显威武。与舞
狮表演同步进行的， 还有划旱船表
演。 身着绣花袄的“船娘子”摇曳生
姿，脚踩十字步，4 名伴舞者手持彩
绸扭出欢快的秧歌。 此外，还有“老
艄公”用竹篙指点江山，即兴编创的
吉祥话引得老少观众喜笑颜开。

一个接一个特色表演， 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 一时间，锣鼓声、
喝彩声、欢笑声汇成一片。原汁原味
的传统社火表演， 让群众真切感受

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掌声、
喝彩声此起彼伏， 人们纷纷举起手
机拍照，留下这些精彩的瞬间。

“社火是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
在新年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仅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也进一步增强
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永
红村文共体联合子中心负责人马云
莲介绍。

据了解， 此次表演巡游由两支
民俗表演队伍组成，10 余名返乡大
学生和 20 余名青壮年参与，为期 3
天，覆盖 5 个行政村，演出形式丰富
多彩，涵盖了舞龙舞狮、花鼓、花船
等传统节目， 让社火焕发出崭新的
活力与魅力， 为群众奉献了一道年
味十足的春节文化大餐。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贤淑 郭依萍）
蛇年春节假期，石泉县丰富精彩的传
统民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民俗、逛景点、过
大年，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大幅攀升。

春节期间， 在石泉县秦巴老街、
杨柳风情园、池河镇明星村醉美桑海
景区 、后柳水乡等地 ，都有精彩的民
俗文化展演活动。 锣鼓声中，巨龙翻
飞、火狮起舞、彩船翩翩，“艄公”唱起
陕南花鼓戏，“摇婆子”围着采莲船跳
起逗趣舞步，火狮子在焰火和激昂的
锣鼓声中腾挪跳跃，威风八面。 火壶
艺人飞舞火壶 ，火焰腾空而起 ，在空
中划出美丽图案 ， 引得游客阵阵惊

呼。
石泉古城大红灯笼高高挂， 喜庆

氛围直接拉满。各家年货商铺不打烊，
芝麻糖、豆干、麻花、甜酒等特色小吃，
寓意吉祥的灯笼、精美的冰箱贴、手工
编织的花朵等文创年货吸引游客品尝
和购买 。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打彩”， 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观赏，群众可使用钢针射转盘，打中财
神、酒壶、生肖等形状的彩糖就意味着
赢得好彩头。

据统计，春节假期，石泉县旅游接
待人数同比增长 29.19%，旅游消费使
石泉县餐饮、住宿、商品零售等行业在
新年实现了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浓浓
的年味儿还未散去，眼下，汉阴各大企
业陆续吹响了复工复产 “集结号”，全
力以赴开新局，蓄力奋战“开门红”。

正月初八， 安康菲雅特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早已是一片繁
忙景象。编织、缝头、定型、包装……工
人们精神抖擞， 在各自岗位上熟练且
有序地操作着， 繁忙的生产奏响了奋
进的乐章。

据了解，该公司是汉阴县 2022 年
招商引资的一家新社区工厂， 是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中高端
外贸袜子专业生产企业， 产品主要销
往迪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已
稳定带动周边群众 100 余人就业增
收。公司负责人张春告诉笔者，为实现
新春“开门红”，公司专门制定了复工
复产方案，提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目
前工人到岗率已达到 90%。

在陕西永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 工人们忙碌地穿梭于机器

间，双手不时调整着纱线。该公司位于
涧池镇军坝村， 是一家主要从事包芯
纱研发、生产和销售，纺织原料、面料
购销和纺织设备进出口的现代化企
业。

据悉， 为助力企业节后迅速复工
复产，冲刺一季度“开门红”，汉阴县提
前摸排调研，了解各企业产能发挥、节
后复工复产计划等情况。同时，积极开
展春风行动，举办新春招聘会、专场招
聘会等，帮助企业招聘员工、群众就近
就业，全力保障企业“开年即开干”，为
新的一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30 余家规上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复工率达到 40%，新社
区工厂复工复产 30 余家，复工率达到
35%，预计正月十六前，汉阴各企业可
全面复工复产。

多彩民俗表演让年味别样浓

汉阴各企业复工复产忙

六旬“摆渡人”的春节记事
记者 罗伟

2 月 5 日 ，
汉滨区农技人
员在关家镇魏
垭村开展小麦
苗情调查。 立春
过后 ， 气温转
暖 ，小麦 、油菜
进入生长关键
期，汉滨区农业
农村局组织农
技 、土肥 、植保
人员深入各粮
油种植基地，到
田间地头查苗
情、 查墒情、查
病虫情，指导农
户做好春季田
间管理，为夏粮
丰收提供保障。

周濬 摄

2 月 5 日，汉阴县双河口古镇人声鼎沸，一场别开生面的烧火狮子表演
在这里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和游客送上了一场年味十足的文化活动。

方亮 贺珍珍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邵欢 胡兴建）2 月 7 日，岚皋
县 2025 年“春风行动”暨春季产业大招工招聘会在
县城黄家河坝广场正式启动。

招聘现场人头攒动， 不少求职者三五成群，早
早前来“抢占先机”，或驻足于企业招聘展板前仔细
阅读，或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交谈。 工作人员耐心
解答求职者的问题，详细介绍各企业的文化、发展
前景以及薪酬福利等。

作为 2025 年公共就业服务的 “开年大戏”，此
次招牌会着眼春节前后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劳
动者和企业爆发式的求职 、用工需求 ，以 “启动仪
式+现场招聘+直播带岗+劳务品牌展示+职业指
导+政策咨询” 等矩阵板块， 集中提供引导有序返
岗、促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组织招聘用工等服
务。

据悉，招聘会现场设苏陕劳务协作专区、本县
企业专区、安康高新区专区等 50 个展位，覆盖县内
外 130 家用人单位，涉及毛绒玩具、家政服务、建筑
建材、 商贸服务等 60 余个行业， 共计提供近 5000
个就业岗位，入场求职 45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330
人。

近年来， 岚皋县大力推进 “万人就业稳岗行
动”，通过全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大力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积极搭建多元就业平台，持续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切实增加了居民收入，有力推动了全县经
济发展与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2025 年将继续开展
30 场线下招聘会和 15 场直播带岗活动， 为企业和
劳动者搭建求职用工精准平台， 向返乡农民工、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者抛出“绣球”，兜
牢民生底线。

蛇年春节，走进白河县卡子镇凤凰村，一幢幢
宜居农房错落有致， 村民们在新铺的沥青路上散
步锻炼， 在改造后的农家院落闲话家常……目之
所及，呈现出一派舒适祥和的景象。

以前的凤凰村， 河道磺水横流， 鱼虾难觅踪
迹，沿河村民苦不堪言。 如今，眼前的村庄却呈现
一幅环保质量优良、景色宜人的图景。

据《白河县志》记载，白河县内曾发现硫铁矿、
银金矿、 石灰岩、 绿松石等矿产资源 20 余种，其
中，凤凰村里端沟境内硫铁矿资源的储量最大，由
于 20 世纪开采技术落后，资源利用率不高，环境
保护意识不强，废弃矿洞和矿渣长期裸露地面，造
成硫铁矿废矿渣经氧化在裂隙水和雨水冲刷下形
成“磺水”，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人们的生活。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贯彻新发展理念，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 坚决扛起治理工程环境保障的政政

治治责任，组织工作专班深入村组一线，逐村逐

户抓好征地拆迁、矛盾调处、道路保畅等工作，打
出了乡村颜值提升的“组合拳”，凤凰村于 2022 年
底率先完成了治理任务，治理效果明显。

治理好了，如何维持是关键。凤凰村积极探索
机制体制，推进治理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以省级
“千万工程”示范创建村为抓手，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经验，以“三改四清五提升”为抓手，一体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
风文明建设，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
化、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有了“面子”更注重“里子”。 针对农村人居环
境“脏乱差”现象，凤凰村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后续综
合整治提升，以“改厕”“改圈”“改造农房”三改工
作为抓手，按照“整村推进、典型示范、以点带面”
思路，形成了“人居环境共建，美好生活共享”的良
好格局。 2024 年以来，建成多户联改水冲式卫生

厕所 58 座，改造圈舍 63 个，推进“功能现代、结构
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风貌协调”的现代宜居
农房改造 130 户，受益群众达 328 户 1200 余人。

一村一落皆是景，乡村环境美如画。 “村子真
整洁”，这是外来人对凤凰村的第一印象。 返乡大
学生柯雨霏对村里人居环境的治理和提升看在眼
里，满意的话脱口而出：“道路越来越宽敞，绿化也
做得非常好，垃圾还有专人清理，希望咱们村能够
越来越好。 ”

凤凰村通过系统性环境治理 ，实现从 “脏乱
差 ”到 “美如画 ”的蜕变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生
态修复+民生改善”的可行路径。 卡子镇镇长王
传伟表示，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深入贯彻乡村振
兴战略，在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上下功夫，努
力打造天蓝 、地绿 、路畅 、灯亮 、人旺 、业兴的秀
美乡村新风景。

乡 村 “ 蝶 变 ” 绽 新 颜
记者 黄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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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晚”秀出乡村新活力
通讯员 赵坤 杜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