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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巴山区的汉滨区双龙镇，有一
种独特的“解忧密码”：一杯清茶，几张
木桌，村民与干部围坐闲谈间，村务难
题迎刃而解，邻里矛盾化为玉帛。这里，
传统的茶文化与村民自治、德治、法治、
智治巧妙融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民

生茶社”模式，以茶为媒，推动政策在品
茶中宣讲、民意在品茶中听取、矛盾在
品茶中化解、难题在品茶中解决、发展
在品茶中谋划，成为基层学习宣传、民
情收集、矛盾调处、扶困济难和服务群
众的新阵地。

从“喝茶”到“解忧”：茶香里
的治理智慧

2023年，双龙镇依托悠久的茶产业和
茶文化传统， 在龙泉村率先探索 “民生茶
社”模式，以“一杯茶”为媒介，村民与干部

“同坐一条长板凳、同喝一壶暖心茶”，在轻
松氛围中畅谈村务、 提出诉求。 茶社由村
“两委”牵头，“两代一委”、乡贤能人轮值驻
点，每周固定开放日，村民可以在茶社里免
费品茶、畅所欲言。

去年 10 月， 康渝高铁项目因土地
占用问题引发村民阻工，村民情绪激动，
驻村“四支队伍”迅速介入，邀请双方到
民生茶社喝茶聊天， 为双方提供一个说
事、评理、公论和调解的宽松环境，用边
喝茶边聊天的日常谈心方式， 促使双方
心平气和坐下来解决问题。“一杯平心静
气、二杯碰杯交流、三杯握手言和”，第三
杯茶倒上了， 镇村干部适时从法理、情
理、政策上积极引导，最终成功协调村民
与施工方达成和解，项目顺利推进。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从道路修缮
到困难帮扶， 从邻里关系到产业规划，
茶社成了解决问题的“第一站”，通过两
杯清茶的碰撞干杯，达到“喝着茶把事
解决”的效果。

“以前村里人各忙各的， 很少有时
间聚在一起，现在有了民生茶社，大家
经常来这里喝茶聊天，有时候还开展电
影放映、中医义诊等活动，大家都愿意
来，孩子们也能在这里看看书，邻里关
系更加和睦了。 ”村民祝师刚笑着说。
民生茶社就像一个大家庭，让村民们感
受到温暖和关爱，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
和幸福感。

茶社的独特之处在于其 “去行政
化”氛围。 该镇党委书记刘鑫表示：“干
部在这里不是‘官’，而是倾听者、服务

者。 ”通过平等对话，村民更愿敞开心
扉，干部也能精准捕捉民生痛点。 据统
计，自茶社运行以来，累计化解矛盾纠
纷 120 余起，收集民生建议 60 余条，推
动落实惠民项目 23 个。

从“议事”到“共治”：多元参
与的创新实践

在化解矛盾、议事协商的同时，“民
生茶社” 更延伸出多元服务功能，2024
年，民生茶社收集到村民反映“就医难”
问题后，通过多方对接，主动争取，联合
汉滨区中医院开设“中医阁”，定期开展
免费义诊、 慢性病咨询等公益活动，惠
及周边 1000 余名群众， 村民们感慨：
“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茶香里品出健康
味！ ”

同时， 双龙镇还将人大代表联络
站、政协委员工作室嵌入茶社，定期开
展“代表接访日”“委员议事会”，将民生
茶社建成凝聚多元力量的“共治空间”，
并设立“孝善积分榜”，村民参与志愿服
务、 公益事业可累计积分兑换生活用
品 ，推动形成 “小事不出村 、互助成风
尚”的新气象。

此外，茶社还成为“好婆婆好媳妇”
评选、孝义文化讲座的第一站，通过“以
茶话家风”的形式，引导村民崇德向善，
“以前闲聊家长里短， 现在聊的是谁家
孝顺、谁家勤快，风气越来越好！ ”桥山
村的张大爷说。

民生茶社还引入慈善力量， 发起

“爱心茶桌”项目，动员乡贤捐赠物资，
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 2024 年，通过
茶社平台募集善款 15 万元， 开展健康
体检、文化下乡等活动 30 余场。

从“一社”到“全域”：基层善
治的耀眼样板

自 2023 年首个“民生茶社”在龙泉
村落地以来， 双龙镇已建成 4 个茶社，
这一模式不仅拉近了干群距离，更激活
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

“茶社虽小， 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
福。 ”刘鑫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民生
茶社”建设，通过健全“日常走访+24 小
时咨询+每月固定议事日”诉求响应机
制，开发“民生茶社”线上平台，实现诉
求提交、进度查询等功能，延伸服务触
角。 同时，联合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
常态化开展义诊、 法律咨询等活动，把
闲置的农家书屋、文化用品等统筹使用
起来，将茶社打造为喝茶聊天、看书学
习、夏季乘凉、冬季取暖、享受中医药服
务的基层治理新阵地。

一杯茶的温度， 丈量着民生的温
度，一张桌的距离，缩短了干群的间隔，
几缕茶香， 浸润基层社会治理的大智
慧。 在双龙镇的民生茶社里，传统与现
代交融，茶香与民意共鸣，在构建和谐
社会、促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出
“小茶社托起大民生”的温暖故事，成为
村民们信赖的“家”。

初春的汉滨，风光旖旎，百花盛开，一场
春雨过后，山间平添几分寒意。

3 月 30 日，李永武起了个大早，穿上冲
锋衣，顺手扛着锄头出了门，走了大约 10 多
分钟的路程，来到一座小桥上，俯下身子清
理桥上的垃圾和杂草。

“有桥不忘无桥苦，有了桥我们就要好好
爱护它。 ”李永武笑着的脸庞转为严肃，认真
地说。

风景秀美的秦巴山间沟壑纵横，沟底溪
流潺潺。 从河这头到对岸，要么绕路，要么就
得卷裤腿蹚水。 秋冬季节，河中一字排开几
块列石，人在石头上一跳一跳地走，遇到夏
季发洪水，只好“望河兴叹”。 孩子上学、村民
运输、老人就医，沟壑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与发
展的巨大阻碍。

汉滨区谭坝镇松坝社区同样面临着困
境。 为了实现生产生活便利， 社区干部群众
与“沟壑”展开了较量。 在省慈善协会的帮助
下，一座长 27 米、高 8 米、宽 5 米的拱桥犹如
弯月轻盈地跨在谭坝镇松坝社区赵沟上。

和李永武一样，78 岁的曹向善对这座桥
给村子带来的变化也感触颇深。他清晰记得，
往昔汛期时，汹涌河水隔断村子与外界的联
系，孩子生病、农产品滞销等难题接踵而至。
如今，小桥横跨两岸，村民的生活也被彻底改

写。平日里，村民们驾驶着装满新鲜农产品的
货车，沿着宽阔的桥面驶向城镇，仅需 1 个小
时，便能将带着泥土芬芳的蔬菜、水果送到集
镇、市场。

“这座桥不仅缩短了咱们与外界的距离，
更让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 曹向善感慨地
说。一座桥改变这个村子的远不止这些：村里
的小伙都娶上了媳妇，家家开上小轿车、户户
盖楼房不再是梦想。

修路架桥自古以来都是造福子孙的善
举，这些善行义举在秦巴山间广为流传。而赵
沟上的这座桥成为陕西首座慈安桥， 历经风
雨洗礼和数场洪水冲击， 依然为辖区群众服
务着。

“ 仅 2024 年， 汉滨区新建慈安便民桥
22 座，惠及 12 个镇 21 个村（社区），有 2015
户 6878 人受益，覆盖了种植业、养殖业等多
个产业园区。 ”回顾慈安便民桥建设，汉滨区
慈善协会副会长李运武介绍，“慈安桥项目聚
焦群众的难点，采用慈善资助、群众自筹，在
基础设施薄弱的村组的沟壑、河道上建桥，畅
通道路，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

如今，慈安桥如同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
在秦巴山间的涓涓溪流上， 持续为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传递幸福与温暖， 助力秦巴山区开
启全新的发展篇章。

为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清明节当日，市
民自发前往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缅怀先辈，寄托哀思。

据了解， 安康烈士陵园位于安康市中心城区以南黄土梁西段，占
地面积 75 亩。 陵园北依青山，面向城区，在松柏的衬托下烈士纪念碑
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陵园于 1950 年批准建设，目前有陵墓 208 座，其中牛蹄岭战斗烈
士 67 座，铁道兵烈士 102 座。 现已被省委授予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省级国防教育基地，是学校学生、驻军部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思想教
育的重要场所。 赵华斌 摄

慈安小桥暖民生
通讯员 冯维杯 宋孝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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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寄哀思 薪火永相传

民生茶社：解码幸福乡村新密码
记者 孙妙鸿 刘渊 杨迁伟

为进一步加强与全市通讯员的联系，挖掘
基层鲜活素材，展现安康社会发展新面貌，《安
康日报·汉江晨刊》 现面向全市广大通讯员征
集优质稿件。 诚邀您以笔为媒，记录身边故事，
传递正能量，共同书写安康发展的精彩篇章！

一、征稿主题
1.新闻透视：聚焦安康市及各县区重点工

作、重大活动、民生热点等深度报道。
2.法治生活：以“平安安康”为主线，报道

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的执法故事。
3.人物故事：挖掘基层一线工作者 、平凡

英雄、道德模范、乡村振兴带头人等人物事迹。
4.民生视角：关注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

领域话题，反映群众呼声与建议。

5.社区故事：记录发生在社区里的感人故
事，展现安康人的精神风貌。

6.城市风貌：以“生态宜居·幸福安康”为主
线，展现汉江流域自然风光与城市变迁。

7.社会公益：宣传志愿服务、爱心帮扶、社
区治理等正能量公益行动。

二、投稿要求
1.内容要求
紧扣主题，内容真实、积极向上，具有新闻

性、思想性和传播价值。
新闻类稿件需注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等要素，可配发相关图片（需清晰原图）。
文章体裁不限，可为消息、通讯、评论、特

写等，字数一般控制在 800 字以内。

2.格式要求
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电

话或微信）。
多图需压缩打包发送，文件名备注“作者+

标题+拍摄时间”。
3.原创声明
来稿须为原创首发， 严禁抄袭或一稿多

投，文责自负。
三、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2837420582@qq.com
邮件主题： 标注 “汉江晨刊投稿+稿件类

型+标题”。
截稿时间：长期有效，新闻类稿件请尽量

在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投稿。

《安康日报·汉江晨刊》征稿启事

市市民民自自发发献献花花祭祭扫扫

祖祖孙孙三三辈辈缅缅怀怀亲亲人人学学生生自自发发扫扫墓墓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悍然撕毁
停战协定， 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
攻，中断了和平谈判，迫使中原军
区的和谈代表不得不随部队突围。
在中原部队突围过程中，国民党当
局玩弄两面派手法欺世盗名，一面
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面继续搞和
平欺骗，多次要求我中原部队派出
代表到西安和谈。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
谈真内战的阴谋，我中原军区派干
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
贻、军区干部毛楚雄 3 位同志为和
谈代表，前往西安谈判。 8 月 7 日，
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 3 位同志，
携带军调部武汉第九执行小组旗
帜、符号、文件，从镇安县杨泗庙出
发， 于 8 月 10 日途径宁陕县江口
时，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六十一师一
八一团秘密扣押。 党中央对这一事
件非常重视，在南京同国民党进行
谈判的周恩来和北平军调部我方
代表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
出了强烈的抗议。 延安《解放日报》
以 《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
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题，在头版
对胡宗南的阴谋作了揭露。 胡宗南
一面矢口否认事实真相，一面却发
出就地秘密处决和谈代表的密令。
1946 年 8 月 10 日， 张文津、 吴祖
贻、毛楚雄被秘密杀害于东江口。

这一历史悬案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由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
部和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会
同宁陕县委调查清楚， 报经李先
念、王震审查，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张文津，1907 年生， 湖北省钟
祥市洋梓镇人。 1937 年参加革命，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在

延安抗大学习。 先后担任鄂中特委
领导下的应城抗敌自卫总队司令
部参谋长兼第四支队队长，新四军
豫鄂挺进纵队独一团团长，新四军
第五师第十五旅参谋长、第五师司
令部参谋处主任，抗大十分校第三
支队支队长，鄂豫边区第一、第二
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江汉军区
副参谋长等职。

吴祖贻，1916 年生， 河南开封
市人，天津南开中学毕业。 1935 年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为学生运
动骨干 。 1936 年 4 月加入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 年 9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中共豫西特
委青年部部长，中共鄂豫边区 （也
称豫鄂边区） 党委常委、民运部部
长等职。

毛楚雄，1927 年生， 湖南韶山
人。 系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
子。 1945 年参加三五九旅南下支
队，先后是教导团的战士、中原军
区教导团战士。

1985 年，李先念同志在《红旗》
杂志第 17 期上发表了题为 《向革
命先烈学习， 保持共产主义纯洁
性———纪念张文津 、吴祖贻 、毛楚
雄三烈士》的文章，对张文津等烈
士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时中共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
主席汪锋亲笔题写了“骨埋秦岭传
千古，血洒东江育新人”的题词。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一张桌子一壶茶，托起乡村发展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