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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桥儿沟古街，青石板上跳动着非遗展演
的鼓点；傍晚的汉江之畔，“青木瓜之味”民宿的落
地窗映着山林风光……自启动紧密型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以来，白河县以“架构、设施、服
务、人才、文旅”五线共振谱就文共体建设实景画
卷，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从“资源分散”向“全域
共享”跃升，奏响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动人交响
曲。

走进改造一新的县文共体总中心，墙上悬挂的
“服务地图”上 11 个镇级分中心、40 个村级子中心
的标识如星点般密布，将文化资源精准输送到城乡
的每个“神经末梢”。

“现在县上每月的文化活动都能在微信上查
到，这周戏曲进乡村就要来我们镇演出，我可要提
前抢一个好位置。 ”构朳镇居民李传凤点开白河县
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屏幕上《白河县文化馆 2025 年
5 月活动安排表》清晰可见。

走进卡子镇陈庄社区文共体联合子中心，几位
老人正戴着老花镜端详墙上新张贴的展板，“强保
障、聚合力、夯基础”的标语格外醒目。

“陈庄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 文艺演
出、讲座培训、展览展示、开放时间、联系人……”在
“夯基础 设施活起来”配套的表格目录详细列出了
各设施的服务内容、开放时间及责任单位。

“白河县将县、镇、村三级 227 个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使全县所有文化设施就像
‘一盘棋’，哪个场馆有活动、哪类服务缺资源，总中
心都能实时调配。总———分———子中心将设施目录
及时向大众公布，确保群众‘找得到、用得上、管得
好’。 ”县文旅广电局局长纪昌国介绍道。

“前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有非遗蚌壳舞培训，今
天我就和朋友一起来参加了 ， 这种服务太贴心
了。 ” 城关镇居民李娜的语气中透着惊喜。

白河县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行“点单式”精
准服务机制，让文化供给从“政府端菜”转向“群众
点菜”。 在县文共体总中心，“公共文化服务点单配
送项目清单” 赫然在目，11 项服务类别、63 个具体
项目涵盖文艺演出、非遗体验、艺术培训、阅读推广
等多个领域，群众只需扫码即可了解和参与心仪活
动。

“我们不仅要把服务 ‘端’ 到群众眼前， 更要
‘送’到群众心间。”县文化馆馆长张丛庆介绍，为进
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白河县正加快完善文共体数字
总控平台， 该平台建成后将实现 “文化资源互通”
“点单服务便捷”“服务评价真实”三大核心功能。

在白河县文化馆排练厅，退休教师艾文英正指
导文艺社团团员排练新编剧目《盛世欢歌》。作为文
化志愿者，她坚持义务指导文艺创作。

“看到乡亲们从观众变成演员， 这种成就感比
拿奖还开心。 ”艾文英的话道出了白河县“专职+乡
土+志愿+智库”四维人才体系的活力。

自开展文共体建设以来，白河县依托县文化馆
“水韵钖城”、图书馆“浸满书香的红马甲”两支文化
志愿服务队，引导各镇、村文化志愿团队开展文化
活动；完善群众文艺协会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星级
社团奖补办法，对优秀社团给予资金补贴和设备支
持，扶持乡土文艺社团发展。

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特派员”制度，今年，该
县文共体总中心选派 29 名文化特派员联镇， 对村
（社区）干部群众文化活动进行指导、培训，丰富群
众精神生活，赋能基层文化发展。

当文化基因注入旅游血脉，白河县的山水间流
淌着别样魅力。 新开业的“青木瓜之味”乡村度假
区，将 10 栋木屋 “种”在汉江畔的山林里；桥儿沟
“永以为好”生活馆将小酒馆、茶馆业态融于一体，
游客在此沉浸式体验文创产品与民俗文化，成为白
河文化新空间。此外，天宝梯彩农园农耕体验游、陕
鄂山地自行车赛、 游泳比赛等跨区域大型体育赛
事，正持续激活“文旅+”效应。

从机制创新到场景革命，从人才培育到产业升
级，如今白河县正以文共体建设为笔，在秦巴大地
书写着城乡文化共荣的新篇章。

5 月 16 日清晨，秦岭乡村绿道被朝霞染成金色。 宁陕县
庆“创先争优杯”职工运动会欢乐跑团体赛在此火热开跑。 宁
陕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男女组 12 名干部身着运动服， 在 9.5
公里的赛道上你追我赶，最终以男子组第五名、女子组第七名
的成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预备———跑！ ”8 点 20 分，随着发令枪响，县人大办的
队员们如疾风般冲出起跑线。 男队员一马当先，脚下生风；女
队员紧咬牙关，不甘示弱。 赛道两旁，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
伏，与队员们急促的呼吸声交织成一首奋进的交响曲。

沿途的补给站早已经准备就绪，啦啦队举着“加油”的标
语牌挥舞，沿途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为选手鼓劲。 比赛
中，临近退休却坚持跑步 10 余年的“老将”肖军鼓励大家：“一
定要稳住节奏，后半程才不会掉速！ ”大颗大颗的汗水在他脸
颊流淌，却掩不住他眼中跃动的光芒。

“‘最后一公里’最难熬，但看到队友都在坚持，我就咬牙
冲了！ ”女子组队员高梅赛后说。 她提到，赛前积极参与跑步
训练，连平时不爱运动的年轻人都主动加入，大家互相督促，
微信群里每天晒步数、比毅力。

而男子组的王林更是让同事刮目相看。 这位在厦门 “破
三”的“运动健将”虽然有伤病在身，但他依然坚持带头参加比
赛，以 42 分 55 秒的优异成绩完成比赛。 赛后他却笑着表示：
“工作和跑步其实一样， 都需要一股韧劲。 通过 9 年的跑步，
我体重下降了 40 斤，跑没了高血压和高血脂。 ”

据悉，此次运动会的赛道设计也颇具巧思，从县城文化广
场到贾营桥头，沿途空气清新，路边景色宜人，途经多个网红
打卡点和产业园区，参赛者在奔跑中能够直观感受家乡发展
成果。 县人大办干部陈秀兰说：“一边跑一边看秦岭的绿水青
山，连步子都轻快几分。 ”

今年初， 宁陕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将干部职工体重纳入日
常管理，机关干部纷纷参与县上的“H2”跑团和“万步有约”活
动，使得健康向上的读书运动氛围在机关持续形成。 从“迎新
春”到“创先争优”，宁陕人大机关用一场场赛事践行“健康履
职”理念。

“五线谱”奏响城乡文化“共鸣曲”
通讯员 陈乐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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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掠过初夏的门楣，一场细雨过后，汉阴县城关镇赵
家河村的蜂糖李产业园内，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间课堂”正在
进行，镇人大主席徐平向村集体合作社负责人和果农算起了
产业发展 “增收账”， 接地气的惠农政策讲解让大家频频点
头。

今年以来，汉阴县城关镇紧扣群众需求，创新打造“理论
宣讲+”模式，通过分众化、互动化、场景化的宣讲方式，在村
组院落、社区活动室、田间地头、校园课堂，用一场场形式新
颖、内容生动的理论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
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思想动能。

“土味”宣讲，把“文件语”变成“家常话”

汉阴县城关镇的理论宣讲不拘泥于会议室， 每周五晚，五
一村的“纳凉小广场”都会准时响起快板声。“创新理论指方向，
城乡融合谱新章，产业旺、生态美，日子越过越敞亮……”宣讲
员吴大刚自编的快板词，将党的创新理论与本村发展成就巧妙
结合，成了村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目”。“以前觉得理论学习
是党员干部的事，现在听吴大刚一说，才知道政策跟我们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宣讲员用方言讲案例，我们听得懂、用得上。”村
民刘大爷的话道出了许多群众的心声。

为破解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难题，该镇整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资源，构建起
“1 个镇级宣讲服务队+30 个村（社区）宣讲小分队+N 个特
色宣讲点”的三级宣讲矩阵。 镇党委班子成员包片联村，围绕
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各村（社区）挖掘
乡贤、致富能手、老党员等本土力量，成立“院落宣讲队”“田

坎宣讲组”，用乡音土话传递政策，实现理论传播“零距离”。
在凤台社区，慈善老年大学的“银发宣讲队”由老党员、

老干部组成，擅长用亲身经历讲述党史故事；在中堰村，民兵
产业园吸纳了一批返乡创业人士、致富能手，结合产业发展
解读政策；在长乐社区，由退休教师、医生等组成的“科普宣
讲队”，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化和卫生健康知识。 月河
村的院坝会上，人大代表朱朝保用推动樱桃产业走农文旅融
合发展促增收的案例宣讲。“2022 年以来，我们因地制宜发展
樱桃产业，积极策划文旅活动，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群众
收入增加了 30%。 ”他的分享让村民们直观感受到理论落地
的力量。

“问题导向”，让理论宣讲接民生“地气”

“夏天一到，我们中坝三组的水质不太干净，能不能向上
级申请，把水厂设施设备改造提升一下？ ”“村里的路灯坏了
三盏，夜间出行不安全，啥时候修？ ”在中坝村的“理论宣讲+
民生答疑”专场活动中，村民们带着问题而来，镇村干部、人
大代表带着政策清单回应。 这样的“双向互动”模式，让理论
宣讲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成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桥
梁。

该镇坚持“宣讲跟着需求走”，将理论政策与民生服务相
结合，该镇党委建立“宣讲前问需、宣讲中问计、宣讲后问效”
机制，通过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入户走访、网格微信群收集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针对性设计宣讲内容，并通过村级人大
代表联络站，建立“宣讲—反馈—落实”闭环机制，针对群众
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提交镇党委政府交办问题、限时解决。

截至目前，通过宣讲活动收集意见建议 30 余条，推动解决道
路修缮、管网改造、稳岗就业等民生实事 13 件。

在城关镇中心小学的“家长课堂”上，宣讲员不仅解读
“双减”政策，更现场演示如何利用课后服务资源培养孩子兴
趣；在驻镇企业车间内，宣讲员结合安全生产工作为企业负
责人和员工讲解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同时排查安全隐患，指
导整改。 “理论宣讲不能停留在‘讲了什么’，更要关注‘解决
了什么’。 该镇宣传统战委员龚小艳介绍，把理论宣讲与工作
实践相融合，才能让群众对理论宣讲有真切的认同。

“立体传播”，让党的理论“声”入人心

为推动基层理论宣讲“声”入人心，该镇积极拓展“线上+
线下”“传统+创意”的宣讲矩阵，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教育，搭建起党群互动的“连心桥”。

线下场景同样创新不断，在全镇推行“映前三讲”“百姓
讲堂”活动中，村级宣讲员结合殡葬改革、高价彩礼、农村宴
大操大办等开展移风易俗宣讲， 让群众在互动交流中受教；
戏曲进乡村活动中，由村（社区）民间艺术服务队自编创作的
乡风文明、反诈骗小品、相声、三句半，则让传统艺术成为理
论传播的载体；分布在李家台社区、东南村、凤台社区、长乐
社区、新城社区的“爱心食堂”“爱心驿站”，定期开展的“惠民
政策微宣讲”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在歇脚时，就能听到聚焦
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新知识；而在三元村、中堰村、五一
村、中坝村的文化墙，“政策图解”“发展愿景”以漫画形式呈
现，成为群众茶余饭后的“学习角”。

最动人的变化发生在群众的精神层面，在全国文明村中

坝村，该村创新推出“五义四讲三热爱”新时代文明实践项
目，定期开展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行动，宣讲员结合“家风家
训”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民自发成立“红白理事
会”，将移风易俗写入村规民约，文明行动已经成为村民群众
的行动自觉。

“转化落地”，让理论成果成为发展动能

在中堰村乡村振兴院落会上，一场由宣讲会引发的讨论
正在改变村庄面貌，村民们在听完“千万工程”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宣讲后，自发提出“共建美丽庭院”倡议，短短两个
周时间，拆除违建 2 处，清理垃圾点 12 处，建成“微花园”“微
菜园”23 个，村庄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

“我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都是老乡贤、老党员，既
要宣讲政策，更要帮群众解疙瘩！ ”城关司法所宣讲员龚厚霞
介绍，近年来，该镇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着力培育平安建
设和法治乡村宣讲品牌， 以理论宣讲提升群众法律意识，持
续深化“理论+服务”模式，持续把理论宣讲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紧密结合，让党的声音真正成为建设平安乡村、凝聚人心
的强大力量。

从田间地头到街角巷尾，从院落课堂到网络空间，汉阴
县城关镇的基层理论宣讲正在从“被动听”到“主动学”，从
“单一灌输”到“双向互动”。 在这里，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课本知识”，当“书面语”转化为“真心话”，当“大道理”连接
“小日子”，理论的力量便在汉阴城关生根发芽，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大道理”连接“小日子”
———汉阴城关理论宣讲“春风”吹遍乡村

通讯员 张辉

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

惠民演出
文化活动

奔奔跑跑中中的的职职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