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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生日快乐……”伴随着温馨的旋律，老人们在众人的祝福声
中，接过蛋糕，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为让留守老人感受到党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关爱，近日，宁陕县委宣传部联合宁陕县邮政分公司在城
关镇渔湾村举办“孝行礼遇 邮驿传情”集体生日会，以文艺演出、集体
庆生的形式，传递孝义善举，深化尊老敬老氛围。

在活动现场，8 位 6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围坐一起，工作人员为寿
星们依次戴上生日帽，送上最美好的生日祝愿。真挚的致辞，温馨的话
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老人们的关怀与敬重。 紧接着，《川剧变脸》《魔
术》等表演轮番上阵，赢得老人们阵阵喝彩。

“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忘了，平时子女不在身边，没人
陪我过生日，今天宣传部和邮政公司把大家聚在一起过，有蛋糕、有节
目、有美食，特别开心，我感到非常温暖。 ”77 岁的纪大成激动地说道。

活动在生日宴中圆满结束，老人们品尝着特色美食，在工作人员
的陪伴下，享受着温馨快乐的美好时光。

近年来，宁陕县积极推动孝义善举培育工程，大力推进孝义文化
进机关、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等“六项建设”，这次
集体生日会只是孝义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宁陕县先后开展
各类孝义文化文明实践活动 1000 余场次，8 人获评省、市级先进典型
荣誉称号，形成了“家家帮”“爱心生日会”“幸福食堂”等多个孝义善举
特色文明实践品牌，形成了尊崇孝义、礼遇孝义、践行孝义的良好风
尚。

本报讯（记者 张妍）近日，陕西省第六届生态
文学艺术创作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我市三名作者
在此次大赛中榜上有名， 其中旬阳市档案史志馆
徐鹏程书法《行经华阴》获三等奖，安康市初级中
学成立散文《游黄洋河》、旬阳市甘溪镇中心学校
刘虎殿书法《对联》获优秀奖，旬阳市文化馆获优
秀组织奖。

据了解， 本届大赛由省生态环境厅、 省教育
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团省委和省作家
协会主办， 旨在增强社会各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与能力， 激发公众使命感和责任感， 倡导低碳生
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大赛
共设置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书画等类别，自启
动以来，收到来自全省 50 余所高校和企事业单位

的参赛作品 5360 件。 按照大赛评审程序，大赛评
委会组织专业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分组评审，
以主题突出、构思新颖，以及思想性、艺术性和可
读性相统一为评审准则，经过层层筛选和评议，评
选出 85 件作品，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和优秀奖，同时，评选出 15 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
奖。

夏日的汉阴县城关镇，青山如黛，碧水潺潺。
整洁的村道蜿蜒至农家小院，文化墙上的彩绘诉
说着乡愁， 村民们在新建的健身广场上笑语盈
盈，孩童们在新建的游乐设施旁嬉戏玩耍……这
幅宜居宜业的乡村图景，正是该镇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的生动写照。

从“单打独斗”到“全域联动”

今年以来，汉阴县城关镇创新“党委统筹、支
部牵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四级联动机制，30
个村（社区）党组织通过“主题党日+环境整治”
“党员积分制+责任区包干”等形式，推动党员干
部下沉一线，形成“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
示范效应。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 ”在中堰村，
该村党支部推行“党员包片联户”制度 ，每名党
员负责 5 至 10 户村民的环境监督和宣传动
员 。 党员黄尊海每天清晨带头清扫村道 ，他
说 ：“党员不带头 ，说话没人听 。 现在大伙儿
都主动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利利索索。”今年以来，
全村开展“清洁家园·党员劳动日”活动 21 次，清
除垃圾死角 23 处，拆除违建棚舍 13 处，清理河

道 3 公里。
五一村党支部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我为群

众办实事”清单，明确“清脏、治乱、增绿、提品”
四大攻坚任务，并与农户签订“门前三包”
清理整治责任书，组织党员志愿者每
周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带动村民
清理房前屋后杂物、 整治河道沟
渠。

从“面子美”到“里子实”

该镇针对山区垃圾清
运难的问题，推行“户分类、
村收集、镇转运”模式，设置
垃圾分类点 120 余个， 实现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在中堰
村， 针对部分区域清运难题，
创新 “流动收集车+无人机巡
查”模式，确保偏远小组垃圾“不
落地”。

“污水管网通到家， 苍蝇蚊子少
多啦！ ”月河村村民赵大爷指着家门
口的检查井感慨。 今年以来，该镇在

人口密集区域铺设污水管网 12 公里， 建设人工
湿地 3 处，分散式处理农户厕所污水。与此同时，
该镇将环境整治与乡土文化结合，五一村利用民
房小院打造“孝义文化墙”，三元村在凤凰山茶园
建设“健身公园”，中坝村依托稻油轮作基地打造
“农耕文化打卡点”，既保留了乡愁韵味，又提升
了村庄颜值。

从“环境美”到“发展兴”

该镇将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深度
融合，打造“美丽经济”。中堰村通过生态修复，昔
日杂草丛生的荒坡变身集观光、采摘、民宿于一
体的民兵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 3 万人次，带动
村民人均增收 3000 元； 月河村通过整治李家沟
撂荒地，发展樱桃产业 1200 亩，使穷山沟成了网
红打卡地。

房前种花，屋后种菜。该镇通过持续培育“庭
院经济示范户”，动员群众在房前屋后的闲置地、
边角地、脏乱地见缝植绿，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
庭院景观，展现出“开门见绿、推窗见景、出门入
园”的乡村新面貌。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关乎民生的持久战 ，
该镇以 “千万工程 ”为引领 ，不仅让村庄实现
了从 “脏乱差 ”到 “洁净美 ”的蜕变 ，更走出了
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的乡村
振兴之路。

“合理的修剪能够刺激茶树萌发新枝，
提高茶叶产量， 同时保证茶叶的营养供给，

提升茶叶品质。 ”近日，在平利县三阳镇牛角
坝村茶树修剪现场，镇人大代表、农业农村

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清平正在为茶农示范茶
树修剪要点，深耕农业工作 20 多年，他深知

科学的茶树管理对于夏秋茶品质和产量的
重要性，他向茶农们详细介绍了不同化肥的
功效和适用情况，指导大家科学施肥，避免
过度施肥对土壤和茶树造成损害，为茶农们
的茶园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当下， 正值夏秋茶生产的关键时期，为
保障夏秋茶顺利采收，连日来，平利县三阳
镇的人大代表们积极行动，深入田间地头与
企业车间，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选我当代
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好茶叶不光要管好，生产环节更是重中
之重。 在翠茗涧茶厂，县、镇人大代表、翠茗
涧茶叶公司负责人李见鹏正在对大宗茶设
备进行全面调试和维护，他表示：“随着夏秋
茶生产的到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台设备都
处于最佳运行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加工出来
的茶叶符合高品质标准， 满足市场需求，为
茶农的辛勤付出提供有力的加工保障。 ”

“今年天太干了，茶叶一直长不起来，幸
亏老柯从村委会借了抽水机来帮我们给茶
园浇水，不然茶树怕是都要旱死。 ”谈及此
事，梁家坝八组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由
于天干少雨， 今年三阳镇遭遇严重旱情，给
夏秋茶生产带来了极大挑战，镇人大代表柯
恒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解决茶园灌溉
难题，他积极行动，多方协调，从梁家坝村委
会借用抽水设备。 柯恒明不仅自己带头为自
家茶园抽水浇灌，还主动帮助周边邻居的茶
园进行灌溉。 他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在茶园
之间，确保每一株茶树都能得到及时的水分
补给，在他的带动下，周边茶农纷纷行动起
来，共同应对旱情，为夏秋茶的鲜叶保供奠
定了基础。

在代表们的积极努力下，三阳镇的夏秋
茶生产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他们的行动不仅
为茶农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当地茶产业的
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县、镇两级人大
代表们通过自身的积极作为，围绕发展献计
出力，为推动三阳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晨光初露，薄雾未散，汉滨区晏坝镇田
坝社区火烧坝的 30 余亩水田里早已泛起
层层涟漪。 “春争日，夏争时”，眼下正值水
稻移栽关键期，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在田野
间躬身劳作，用双手插下嫩绿的秧苗，勾勒
出一幅传统农耕与乡村振兴交织的动人画
卷。

清晨六点， 水田间已热闹非凡。 数十
位村民身着防水裤，脚踩湿润的泥土，将捆
扎整齐的秧苗抛向水田中央。 伴随着此起
彼伏的“啪嗒”落水声，绿色的秧苗在水面
上星星点点散开。 “秧苗要抛得均匀，间距
合适，后面插秧才顺手！”有着 30 余年插秧
经验的许大爷一边示范， 一边向年轻村民
传授技巧。

只见水田中村民们排成整齐的队列，
左手攥秧苗， 右手飞快地从秧把中分出几

株，拇指与食指轻捻，稳稳插入泥中。弯腰、
分苗、插秧，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过两三
秒。湿润的泥土裹挟着稻苗的清香，在插秧
的节奏中升腾， 勾勒出传统农耕的诗意与
韵律。“别看这插秧动作简单，讲究可不少。
秧苗入土深度要适中，太浅容易漂，太深影
响生长。 ”王婶直起腰擦了把汗，裤脚沾满
泥浆却笑得开怀，“这手艺都是祖辈传下来
的，我们种了一辈子地，只盼着秧苗茁壮成
长。 ”

近年来， 晏坝镇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
头等大事，积极引导村民科学种植，加强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 还通过举办农技培
训、发放技术资料等方式，提高村民的种植
水平，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一 抹 茶 香 万 缕 情
通讯员 王亮

提升乡村颜值 夯实民生底色
通讯员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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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名作者获陕西省第六届生态文学艺术创作奖

人田两不闲 村民插秧忙
通讯员 赵忠海 吴敏

三阳镇生态茶园

插秧

焕然一新的农村面貌

李子产业生机勃勃

近年来，岚皋县四季镇以“三
长治河”为抓手，落实“四项举措”
统筹水资源保护、 水环境治理与
水生态修复，推动河湖管理从“有
名”向“有实”“有效”转变。 去年全
镇河道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标
准，沿岸生态修复成效显著，一幅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
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为建设生态
宜居乡村注入澎湃动能。

四季镇坚持党建引领， 打造
河长、警长、督察长“三长治河”协
同治理模式，构建 “党政主导 、部
门联动、 群众参与” 的全链条管
护体系 ，2 名镇级河长 、5 名 村
级河长 、7 名护河员化身 “生态
卫士 ”，通过定期巡护与动态排
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涉水问题，全
年累计开展巡河 1300 余次，覆盖
四季河全段 29 公里，以脚步丈量
河岸，实现河湖管理常态化、精细
化。

聚焦河湖治理顽疾， 该镇纵
深推进“清四乱 ”专项行动 ，全年
累计整改乱占、乱采 、乱堆 、乱建
问题 15 处 ， 清理河道 150 余公
里，清理垃圾 16 立方米。 百余名
护河员、 网格员与志愿者携手行
动，以“绣花功夫”雕琢水岸线。 如
今，河道垃圾不见踪影，乱搭乱建
彻底根除，昔日的 “脏乱差 ”蜕变
为 “洁净美 ”，群众点赞声不绝于
耳。

针对夏季溺水风险， 在 5 处
重点水域设立警示牌， 配备救生
圈、安全绳等应急设备，并印发《防溺水工作方案》，明确责
任分工，实现重点时段、水域“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与
此同时，严格落实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联合执法部门
开展禁渔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防”“禁”并行，筑
牢水域安全防线。

除此之外，四季镇还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为契机，
开展护河员培训，提升基层管护能力；在麦溪小学举办“守
护母亲河”主题宣传活动，播撒生态种子；通过广播、微信群
等渠道广泛宣传河湖保护知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氛围
日益浓厚，护水理念深植人心。

未来，四季镇将持续深化河湖长制，依托科技手段实现
智慧监管，拓展群众参与渠道，推动治理从“单一”迈向“系
统”，以更高标准守护绿水青山，以更实举措绘就生态宜居
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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