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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的余温尚未消散 ，端午的
热潮已悄然临近。 随着气温攀升，安康
正以秀美的山水与热忱的姿态， 迎接
八方游客的到来。 在游客眼中，这里的
青山是消暑纳凉的天然氧吧， 绿水是
清凉惬意的生态乐园， 美食是抚慰味
蕾的夏日良方，而周到细致的服务，则
是穿透暑气的缕缕清风。 安康人“打扫
干净屋子再迎客”的传统习俗，恰与国
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同
频共振，勾勒出一幅“环境美”与“人心
暖”交相辉映的文旅新图景。

自 2021 年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以来， 安康聚焦 “厕所革
命”“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升级”
等核心任务，以“扫干净、摆整齐、改旱
厕、清污淤”专项行动为抓手，统筹资
源、科学施策，为城乡人居环境“梳妆
打扮”。 各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将山
水田园的灵秀与智慧社区的便捷有机
融合，让“人居环境最安康”成为亮眼
名片。

宜居环境是文旅的 “面子 ”，人心
向善是文旅的“里子”，二者相融方见
大美。 城镇乡间，花木扶疏的庭院与白
墙黛瓦相映成趣， 小桥流水人家与车

水马龙霓虹自由切换， 这样的生态画
卷本就令人心驰神往； 而居民的善意
更如春风化雨———民宿主人在热情接
待的同时为游客烹饪当地美食， 非遗
手艺人免费带孩子体验非遗技艺 ，餐
饮经营者热情相邀游客品尝新出的明
前茶……这道风景便有了温度。 当生
态之美与人心之善交织，景区便从“打
卡地”变为“栖息地”。 这份“景美不孤
美，心善客常来”的氛围，让文旅不止
于观山看水， 更成为一场触摸人间温
情的心灵旅程，使来过的人想留下，离
开的人想再来。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辉 赵升军 ）
“年轻时在村里是滚铁环好手，没想到
66 岁了还能拿冠军！ ”5 月 11 日，在宁
陕县筒车湾镇敬老院举办的 “银龄趣
味运动会” 上， 黄毫双老人手捧奖品
笑逐颜开。

运动会现场， 拔河比赛的号子声
此起彼伏， 传统滚铁环项目唤醒集体
记忆 ，融合现代康复理念的 “企鹅漫
步”“旋转陀螺” 等创新项目让老人们
兴致盎然。 护理员关朝琴推着轮椅上
的王爷爷参与 “海底捞月” 游戏，两
人默契配合夹起彩球的瞬间， 现场掌
声雷动。

“活动设计充分考虑全员参与，即
便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乐在其中 。 ”
该院院长陈俊瑶介绍， 每月定期举办
文体活动， 既有歌舞、 小品等文艺演
出， 也有适配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轻量
运动，实现精神文化生活全覆盖。

在宁陕县中心敬老院餐厅， 一场
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正在进行。 “祝田叔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82 岁的田耀
伦老人围坐餐桌前， 与同伴们共享长
寿面，志愿者簇拥身旁唱响生日歌。 厨
房内 ， 厨师张林芳正精心烹制菜肴 ：
“我们为每位老人建立饮食档案，赖奶
奶需低糖点心，唐爷爷饭菜忌葱，全都
精准记录。 ”

该敬老院创新 “一人一档” 个性

化服务机制，从饮食起居到健康管理实
现全周期关怀。 每年组织的郊游踏青、
回乡探亲等活动，更让老人们的精神世
界充盈丰富。

走进宁陕县第二敬老院， 后山的
2.2 亩“开心农场”生机盎然。 69 岁的
蒋从凯弯腰给蔬菜浇水 ，成就感写满
脸庞 ： “这块菜地是咱们生产组 ’的
‘聚宝盆’！ ”据悉，身体硬朗的老人自
愿参与农耕 ， 收获蔬菜除供应食堂
外 ，盈余可折算 “养老积分 ”兑换日用
品 。 “去年蔬菜产量达 1300 公斤 ，生
猪出栏 6 头 。 ”院长陈欣介绍 ，“以劳
代养 ”模式既提升了膳食标准 ，更让
老人在劳动中重获价值认同。 在特护
区内 ，护理员柳太芳正为失能老人实
施“彩虹护理法”。 这套包含 4 项温情
服务标准的护理体系 ，以 “哄孩子般
的耐心 ” 为特殊群体提供精细化照
料。

近年来， 宁陕县注重统筹机构养
老 、 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 。
通过建立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联动
机制 ， 为老人开通绿色就医通道 ，提
供健康体检 、康复护理 、慢性病管理
等全链条服务 。 截至目前 ，该县已建
成 7 家养老机构 、7 个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57 个农村互助幸福院及 1 个居
家养老服务站 ， 构建起覆盖全域的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

本报讯 （通讯员 姚胜莉 洪雪丽
张雅倩） 在城市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
中， 老旧小区改造升级是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的关键一环。 汉滨区江北街道
滨江小区作为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 ，
长期面临基础设施老化、 公共空间闲
置混乱等问题， 尤其是 3 号楼东侧的
房头荒地， 更是成为影响小区环境与
居民生活的 “顽疾”。 汉滨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联合江北街道张沟桥社区聚焦
这一痛点，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
杂草地蝶变为便民空间。

在日常走访收集民意时 ，汉滨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与张沟桥社区干部
了解到，滨江小区居民对 3 号楼东侧

荒地改造的诉求十分强烈。 这片荒地
杂草丛生 ，每逢雨天泥泞难行 ，还常
有蛇类等危险生物出没，周边居民更
是饱受其扰。 同时，杂物堆积现象严
重 ，不仅存在安全隐患 ，还极大浪费
了公共资源。 改善这片荒地的环境 ，
合理利用闲置空间，成为居民们的迫
切愿望。

了解居民需求后，该局迅速行动，
与社区召开联席会议， 共同商讨改造
方案。 双方多次实地勘察，结合小区实
际情况，最终敲定将荒地水泥硬化，搭
建停车棚并配备充电桩的改造计划 。
江北街道办和张沟桥社区牵头负责改
造工作的协调推进， 该局则提供资金

支持，为改造工程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紧张施工， 曾经杂乱荒芜的

空地焕然一新。 平整的水泥地面取代
了泥泞土地，崭新的停车棚整齐排列，
充电桩设备一应俱全。 如今，居民停车
难题得以解决， 电动车充电也更加便
捷安全。 看到居住环境的显著改善，居
民们纷纷点赞，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此次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不仅让
滨江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更拉近了
汉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与社区居民的
距离。 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为社区提
供帮扶资金约 11 万元，帮扶困难党员
和群众 50 余户，惠及群众 200 余人。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婷婷 ）为营造
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
近日， 石泉县市场监管局全面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 为提升人居环境注
入市场监管力量。

该局将县城集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网格化监管模式，
由分管领导带队， 对农贸市场、“三小”
行业（小作坊、小餐饮、食品小摊贩）及其
周边环境卫生展开全覆盖排查整治。 整
治行动中， 该局执法人员以食品经营单
位食品安全、反餐饮浪费、前厅后厨环境

为重点，严查证照办理、索证索票、进货
查验制度落实情况，着重检查环境卫生、
“三防” 设施（防蝇、防鼠、防尘）运行状
况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情况。此外，执法
人员还全面指导从业人员做好就餐、加
工、储存等场所的清洁与消毒工作，并要
求经营户严格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对
卫生状况差、门口堆放杂物、卫生设施不
全、经营秩序混乱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全力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该局还采取 “日常监管+专项整
治+宣传引导” 相结合的方式，向经营

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经营户增
强规范经营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通过
设立“红黑榜”，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将
警示教育与普法宣传同步推进， 督促
经营户开展自查自纠，主动落实整改，
推动全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与人居环
境整体水平双提升。

截至目前 ，该局共检查农贸市场
2 个，“三小” 行业及周边经营户 270
余次， 发现环境卫生不整洁、“三防”
设施未正常使用等问题 33 处 ， 并已
现场责令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 周紫薇）近日，白河县
冷水镇慈善老年大学内笑语盈盈。 自开班以
来，这所“银发学堂”以七类特色课程为老年
群体打造家门口的“欢乐世界”，成功打通老
年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走进书法课堂，墨香扑鼻，氛围热烈。 书
法老师细致入微，从毛笔握法、基本笔画书
写到墨色浓淡把控，深入浅出地传授书法知
识。 在老师示范下，学员们铺纸研墨，挥毫泼
墨间尽情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舞蹈教室里，悠扬旋律回荡。 老人们踩
着节拍，轻盈舒展身姿。 无论是柔美民族舞，
还是热情健身操，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抬手，
都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 “跳舞让我找回年
轻时的活力，浑身是劲儿！”70 岁的张阿姨笑
着分享。 在健康教育课上，慈善老年大学邀
请该县中医医院医生柯美桢，为老人们送上
“养生宝典”。 “每天 1 个鸡蛋、1 杯牛奶增强

免疫力，多吃蔬菜粗粮助消化，慢走、打太极
适度运动，多参与社交活动……”医生耐心
讲解，老人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纷纷表示
课程实用，掌握科学养生方法才能更好享受
晚年。 来到象棋室，老人们屏气凝神、对弈正
酣， 思维在棋盘上激烈碰撞； 音乐班里，琴
声、笛声、二胡声交织成欢乐乐章；民俗课堂
上， 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授彩船表演精髓；
体育课上，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备受
青睐。

据了解，该镇慈善老年大学依托老年日
间照料中心，不仅提供餐点、休息、陪伴等基
础服务，更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
已聘请 6 名专职教师，吸引 80 余名学员。 老
年大学将坚守慈善初心， 持续优化课程、提
升教学质量， 让更多老人在这里充实生活、
绽放“夕阳”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禹玲玲）5 月 20 日，汉滨
区建民街道黄沟社区党建引领关爱 “一老一
小”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创新采用“党建+联
盟+服务”模式，整合辖区资源，为老年人和儿
童量身定制精准化服务，全力构建“老有颐养、
幼有优教”的社区服务格局。

为精准把握群众需求， 该社区全体工作
人员开展为期 1 个月的“敲门行动”。 在社区
“两委 ”成员的带领下 ，工作人员分成 6 个小
组， 不仅走访了辖区 39 家商户， 还走进 600
户居民家中进行调查， 并组织召开 3 场居民
议事会， 广泛收集到 33 条意见建议。 “辖区
60 岁以上老人超 3000 人 ，占比达 10%，留守

儿童家庭有 125 户， 群众对养老托幼服务的
需求愈发迫切。 ”黄沟社区党委书记王玉伟用
一组翔实的数据，清晰道出项目启动的初衷。

针对这些需求， 该社区党委牵头制定了
涵盖“爱心助餐、乐龄优选、健康义诊、托管服
务、未成年教育”等在内的十项服务清单。 同
时，联动辖区商超、诊所、托管机构等 39 家经
营主体，共同成立“爱心联盟”。 通过将“资源
清单”与“需求清单”精准匹配，把贴心服务送
到居民家门口。 此外，该社区还特别设计并发
放“爱心卡”，持卡家庭可享受专属优惠服务。

在启动仪式上，联盟商户纷纷作出服务承
诺：黄沟沁园饭庄推出 8 元爱心餐，民威生活

超市提供 9.5 折优惠及免费送货服务， 启程唯
源托管中心给予 8 折优惠，晓艳发屋设立爱心
理发价……这些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赢得了
在场居民的连连称赞。

“以前最发愁接孩子， 现在家门口就有托
管中心，还能享受优惠，真是太方便了！ ”双职
工家长李女士的感慨， 说出了众多居民的心
声。

近年来，黄沟社区聚焦 “一老一小” 重点
群体需求，已组织开展爱心义剪、义诊等志愿
服务活动 30 余场次，累计服务居民 2000 余人
次。

近年来，汉阴县汉阳镇创新构建“孝义善
举+基层治理”融合模式，通过组织引领、文化
浸润、实践赋能、社会协同 “四轮驱动”，让孝
义善举的种子在百姓心田生根发芽，走出了一
条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基层善治新路径。

党建引领绘就孝善新图景

该镇党委充分发挥 “主心骨 ”作用 ，构建
起立体化推进体系。 成立由党委书记挂帅的
工作小组，创新建立 “1+4+N” 工作机制 ，并
出台 4 项实施方案及配套制度， 形成镇村联
动、 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 同时， 整合文化
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阵地资源，组建由乡
贤能人 、 非遗传承人构成的 “孝义文化智
库 ”，凝聚起镇村干部 、网格员 、党员 、群众四
级联动的强大合力。通过示范引领，成功培育
1 个示范社区 、3 个示范村 、12 个示范家庭 ，
带动全镇 1 个村（社区）实现孝义善举培育全
覆盖。

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家园

“孝义善举故事会” 在院落里声声入耳，
“家风课堂” 浸润千家万户。 该镇构建“1+16+
N”宣讲体系，开展特色活动 200 余场次；微信

公众号开设《孝义善举润汉阳》《以先进典型之
光 铸时代精神之魂》专栏，推出 15 期先进事
迹展播，线上线下传播矩阵覆盖 1.5 万人次。

深挖本土文化基因，创排《架起彩船游汉
江》等原创剧目，将孝善文化融入陕南民歌、汉
调二黄等非遗艺术。 通过举办 “孝义新风进万
家” 主题活动，让群众在艺术熏陶中感悟道德
力量。 此外，评选出“孝义之星”“孝义之家”“好
媳妇” 等 32 位先进典型，曹德政孝老爱亲、陈
玖顺捐资助学的事迹，通过文化长廊、故事分
享会传遍街巷。

实践创新结出惠民硕果

聚焦基层治理痛点，实施的四大专项行动
成效显著。 移风易俗攻坚行动建立“三盯三治”
机制，成功劝阻 15 起违规办酒席行为，为群众
减负 20 余万元；“五个一”孝老工程惠及 800 余
名老人，健康义诊、集体寿礼让老年群体笑逐
颜开；助学兴教春雨行动发放 9.1 万元助学金，
247 名困境儿童获得 “爱心妈妈” 结对帮扶；
环境提升扮靓行动打造 3 公里孝义文化长廊，
10 余个文化展板讲述着新时代的孝善故事。

其中，“集体升学礼”活动尤为亮眼，既让
莘莘学子拥有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和荣誉感，又
有效遏制滥办酒席、 盲目攀比的歪风邪气，为

乡风文明播下种子，让新民风遍地开花。

长效机制筑牢文明根基

建立“文明积分”制度，将孝善行为量化考
核，积分与评优评先挂钩，极大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 推出“孝义文化润万家”项目包，形成“群众
点单—志愿者接单”服务闭环，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 200 余次。

社会化参与机制成果丰硕，56 名乡贤组建
的孝义文化促进会调解 42 起家庭矛盾，镇商会
连续 3 年开展教育捐赠， 企业认领公益项目惠
及群众超 1000 人次。如今，“红黑榜” 道德评议
制度让德者有得， 修订完善的村规民约成为群
众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春风化雨，德润人心。 从舞台上的孝义传
唱，到千家万户的自觉践行；从移风易俗的破
冰攻坚，到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汉阳镇用文
化软实力铸就发展硬支撑。 行走在汉江两岸，
孝义文化长廊诉说着千年传承， 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站 ）跃动着志愿红 ，家家户户门前的
“星级文明户” 牌匾闪耀着道德之光。 这片浸
润着孝善因子的土地， 正以文化之笔描绘着
“老有所养 、幼有所教 、邻有所睦 、德有所承 ”
的现代化治理图景， 为乡村振兴注入生生不
息的精神力量。

人居环境绘底色，善美安康谱新篇
记者 唐正飞

滨江小区杂草地蝶变便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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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市场监管局整治食品经营单位隐患 33处

汉阳镇让孝义善举种子在百姓心田生根发芽
通讯员 龚雪 庞治艳

建民街道黄沟社区关爱“一老一小”项目启动

冷水镇打造老年群体
家门口“欢乐世界”

�� 焕焕然然一一新新的的程程东东村村农农家家小小院院

在安康市中心城区以南 3 公里处， 藏着一座令人心驰
神往的世外桃源———汉滨区新城街道程东村，正以“农旅、
文旅、体旅”融合的鲜活姿态，邀您共启一场“四美”交融的
乡村漫游。

若问程东何以留住人心？ 答案必从舌尖开始。 这里是安
康近郊的美食高地，“程东柴火鸡” 早已声名远扬， 土鸡现
杀、柴火慢炖，佐以山间野菌、时令蔬菜，一锅沸腾的香气勾
人魂魄。 刚刚提升改造的农家乐集群更是将安康味道演绎
到极致———腊肉炒竹笋、 酸菜魔芋、 手工豆腐、 红薯蒸肉
……四季轮回，餐桌亦如画卷：春尝香椿炒鸡蛋，夏食肉沫
烧茄子，秋品板栗柴火鸡，冬享吊罐炖猪蹄。 一席农家膳，不
仅是味蕾的盛宴，更是程东人淳朴热忱的待客之道。

程东之美，美在自然与人文的浑然天成。 香溪群山层峦叠
嶂、花香远播，春可踏青赏百花争艳，夏宜探幽觅萤火流光，秋
来登高望远感硕果累累、层林尽染，冬雪覆瓦时古寺钟声更显
空灵。百年香溪寺青烟袅袅，石碑木刻诉说着光阴的故事；农民
版画创作基地南色 51号艺术工场里，乡土生活化作斑斓画卷、
废弃物品变为惊人艺术；盆景艺术园中，方寸之间见得天地，一
花一木皆为匠心，每一盆景观都是时间的积淀和艺术的表现。

漫步在新铺的彩虹路上， 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青砖篱笆里菜畦青翠、路边庭前花开正艳，三五老友正在农家
乐煮茶论道、享受乡野闲适。 夜幕降临时，山林民宿亮起暖灯，
推窗可见星河倾泻，枕风而眠如归仙境。

程东村的魅力， 不止于静谧， 更在于跃动的生命力。 3
月， 安康首次乡村围棋大赛在此落子，240 余名棋手于田园
间执子对弈，竹林清风伴黑白纵横；4 月，乒乓球积分赛火热
开战，农家院落里球拍飞舞，竞技激情与田园诗意有力碰撞，
擦出“体育+美食”的热烈火花。

贯穿全年的“寻味程东 漫游香溪”乡村艺术节，周周有
惊喜，月月有主题：春日油菜花田中的民谣音乐会、夏夜大院
坝上的非遗皮影戏、金秋山村丰收诗词会、寒冬围炉煮茶故
事会……艺术与乡土在此共生共荣。让程东成为永不落幕的
文化剧场。

程东的“美人”，是版画师笔下流淌的乡情、是村厨勺中
翻滚的柴火鸡、 是民宿主人端来的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面，是
孩童奔跑时银铃般的笑声。 这里的村民，既有守护传统的执
着，亦有拥抱时代的热情，返乡青年用直播带火“程东味道”，
农家乐老板娘笑迎八方客，一句“来啦，屋里坐！”瞬间消弭陌
生感。 程东人用最本真的善意，将程东的“美”化作可触摸的
温度，让每位游客成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人。

程东不远，美好很近。 不必远行，安康城南 3 公里处，程
东村正以山水为幕、以文化为魂、以美食为媒、以热情为柬，
书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山野田园牧歌。来这里，暂别喧嚣，漫
步云上音乐彩虹公路，住进山林民宿，尝一口地道农家柴火
鸡，听一段老故事，让身心回归自然，让美好触手可及。

“四美”交融绘就诗画田园
通讯员 唐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