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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白河县卡子镇以“全域整治、
全民参与、全面提升”为目标，聚焦厚子河流
域片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百日提升”行动，不断擦亮“厚德卡子·生态
茶乡”名片。

此次整治行动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河道
垃圾、农户院落、卫生死角等“硬骨头”，组织
镇村干部、公益岗、保洁人员开展集中攻坚。
通过全体“环境卫士”不畏烈日、挥汗整治的
不懈努力，全域环境不断由一处美向处处美
转变。 此外，充分利用镇村喇叭、院落会、微
信群、宣传横幅等形式广泛宣传，充分调动群
众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

在今后的工作中，卡子镇将进一步精准
发力，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让爱护环境的
生活理念深入人心，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为啥夏季一到，就要进山。 ”“夏季动物活动频繁，
需要保护的物种增多了。 ”走在林子里，岚皋县石门镇林
业站新来的干部小何提出了疑问，站长龚光勋倚靠在一
棵大树下抬头看着天空回答道。

6 月 27 日早晨八点半，镇林业站站长龚光勋带领干
部们徒步进入深山，开展生态保护巡查与宣传。 对石门
镇而言，处于岚皋西部的“生态宝库”里，用肩膀扛起守
护青山的责任，用脚步走出生态保护的路子，这不仅是
为了守护大山深处的鸟鸣啁啾，更是为了守住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家园。

从“你们山里”到“我们山里”的转变

“以前过年， 谁家餐桌上没野味， 总觉得少了些年
味。 ”一位村民回忆道。 “现在不同了，镇上普法宣传队常
来常往，大伙儿的法律意识强了，都明白保护好野生动
物，生态才能更好，日子才更有奔头。 ”

作为秦巴山区腹地的生态重镇，石门镇生物多样性
丰富。 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视生态保
护为发展的生命线，常态化组织“巡山、查网、入户”的三
线协作。

推动这一观念转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是关
键。 干部们不仅带头巡山护林、入户宣传，更注重创新方
式方法，让群众了解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为了保护绿色 ，干部们将 “生态课堂 ”搬进院坝田

间，集体化身“土专家”，用村民听得懂的方言，结合身边
珍稀动植物的实例，讲解保护法规和生态价值；邀请转型
成功的“老猎户”现身说法，讲述保护带来的长远收益，引
导村民算清生态账、长远账，激发内生动力。

“最开始看见他们来普法就说你们山里，现在可是我
们山里！”这份由干部引领、全民参与的坚守，不仅让珍稀
物种得以繁衍生息， 更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增收
的金山银山———生态旅游方兴未艾，林下经济蓬勃发展。
守护绿色家园， 已成为石门镇干部群众的共同信念与自
觉行动。村民们“我们山里”的认同感，正凝聚成守护绿水
青山最坚实的力量。

护林员每天的必修课

匆忙吃过早饭，岚皋县石门镇大河村村支书、村级林
长陈吉术往山上走去。

巡山，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夏天来了，你听这鸟叫
的多好听，声音长的是画眉、短的是喜鹊、叫起来没完没了
的是绣眼……”陈吉术说。 多年的巡山经验，那些鸟叫虫鸣
积累在他的脑海中，每过一处都像是跟“老朋友们”打招呼。

穷则思变，大河村人悟出了“要想富，先护绿”的道
理。随着生态保护和乡村建设扎实推进，特别是五星级和
美庭院创建落地生根，大河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民宿建
好了，很多客人都说在这里睡得踏实，有童年的感觉，能
听见鸟叫。 现在多栽树，每天上山巡逻，让这些鸟儿越来

越多，来的游客也就越来越多！ ”陈吉术说道。
生态红利持续释放：不仅是鸟儿归巢，连水中珍稀的

多鳞白甲鱼也成了村里的重点产业。 在严格保护野生种
群的前提下，村民们潜心钻研，逐步掌握了成熟的仿生态
养殖技术。 如今，大河村建起了规范化的养殖塘，白甲鱼
养殖不仅有效保护了物种，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金钥
匙”，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

让更多人爱上石门

为了守护生态这个共同目标，近年来，石门镇与公关
部门共同构筑起保护野生动物坚实防护网。今年初夏，还
没到动物繁殖的季节，石门镇政府与公安部门，多措并举
提醒村民，要保护生态、动植物。

行走在石门镇的青山绿水间， 从干部巡查的足迹到
村民观念的转变，从护林员的坚守到特色产业的兴起，处
处印证着一个朴素的真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更是
经济财富。

如今的石门镇，生态保护是底线，更是发展的“金字
招牌”。长久以来，干部和群众拧成一股绳，让“共护家园”
的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每一个石门人的自觉；让每一位走
进石门的人，都能沉醉于这里的鸟鸣溪声、四季风景，真
心实意地喜欢上石门；让每一位石门人，都为家乡的青山
绿水而自豪，发自内心地爱护它、建设它。

俯瞰锦绣汉阳，镇村面貌日新月异，万亩茶园绿
意盎然、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社区工厂热火朝天、基础
设施日趋完善……近年来，在汉阴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汉阳镇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抓手，依托苏陕协作支持，加快产业发展、民生建
设，不断提升城镇品质，一座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小
镇正逐步展现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

富硒茶园：为产业振兴增动力

汉阳镇地处凤凰山以南， 一江汉水穿镇而过，降
水充沛，气候温润，具有得天独厚的富硒资源。 沿着蜿
蜒起伏的柏油路前行，便能看到一座座依托苏陕协作
资金支持建成的葱翠茶园。

自 2018 年起，汉阳镇立足富硒资源优势，紧盯苏
陕协作发展机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组织实施了汉
阴县富硒农产品种植基地建设、汉阴县长红村茶园改
造、双坪（笔架）区域茶叶销售展厅及配套设施项目
等，累计投资 1026 万元，改造高效密植茶园 1821 亩，
建成茶叶加工厂 1 座，建成茶园灌溉设施 2 处。 随着
项目投产运营，汉阳镇富硒茶业优势得到加强，各村
成立专业化、现代化的茶叶生产合作社，科学引进生
产设备、产业人才和管理模式，有序引导土地流转，吸
引农户以土地、劳动、技术、资金入股，规模化生产，专
业化运营，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合作社运营、农户参
与、 入股分红” 的发展模式 ，2024 年生产加工茶叶
5000 公斤，营收达到 190 余万元，实现利润 30 万元，
深耕特色产业优势，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社区工厂：为就业增收添活力

走进汉阳镇天池家园搬迁社区，一座占地近 4000
平方米的社区工厂非常醒目，工人们正在加工赶制一
双双色彩多样、款式丰富的拖鞋。

汉阳镇地处偏远山区 ， 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 。

近年来， 汉阳镇共投入苏陕协作资金 1037 万元，实
施了汉阳镇天池家园新社区工厂标准化厂房建设项
目，建成标准化厂房 3500 平方米。 针对搬迁社区群
众创业就业难题 ，发挥社区工厂在稳就业方面的基
础性作用 ，因地制宜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搬迁
社区，让更多群众走出家门 、走进工厂 ，让搬迁群众
实现楼上安居，楼下乐业。

汉阳镇以社区工厂为依托，带动搬迁群众实现稳
定就业畅通就业，进一步微循环、重塑就业大格局。

集镇停车场：为幸福宜居提能力

进入集镇中心，干净整洁、畅通无阻的街道尽收
眼底，道路两旁居民楼、商铺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
行人如织，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谁能想到数年前集镇还是另一番景象。 住在汉阳
镇二里沟移民搬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夏明贵，为停车问
题烦恼多年。 “社区人多车多，一位难求。 每次回家都
要绕集镇转好几圈，经常车停得很远，出行非常不方
便。 ”

为解决集镇停车难问题，2022 年， 汉阳镇下足功
夫，争取苏陕协作资金 253 万元，在汉阳镇二里沟搬
迁安置小区新建室外停车位 42 个 ， 室内停车位 14
个，配备智能化管理系统，方便居民就近停车。

自从家门口新建了公共停车场，夏明贵回家便少
了焦虑，多了从容。 “别小看多出的车位，多的是一份
踏实， 给老百姓提供方便， 带来的是生活品质的提
升。 ”夏明贵说。

停车场建成后，极大地缓解了集镇居民停车难问
题，解决了困扰群众的烦心事，同时改善了集镇环境
面貌，消除了安全隐患，增强了服务功能。

小处落子，激活全局。 一个又一个苏陕协作项目
在汉阳镇落地开花，催生出“1+1＞2”的聚势效应，描绘
出一幅产业兴旺、致富增收、幸福宜居的美丽乡村画
卷。

丝丝凉风，阵阵花香。 6 月 26 日，一大早，汪正华便在自家院子里
忙活起来。 “已经成为习惯咯！ 现在一天不打扫院子，便觉得心里不自
在。 ”

汪正华 70 岁，居住在平利县广佛镇香河村三组,曾是村里的“倔老
头”。 今年却不一样了，汪正华家里多了一面小红旗———环境卫生文明
户。

汪正华的转变为何这么大？ 原来，年初以来，针对村里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村“两委”多次召开院落会，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研究制定出
“讲带并用、奖评结合”运行机制，通过试行效果明显，汪正华也竖起了
大拇指。 “这个机制我很赞同。臭烘烘的猪圈变成了小菜园，门前花坛、
花种子都是村上负责，把我的小院打扮得美美的。 ”

让汪正华赞不绝口的“讲带并用、奖评结合”运行机制，到底好在
哪？

政策透，有对比———过去人居环境整治，虽然干部也提醒，指出问
题后就没下文了，群众也不知道该咋办。 现在村里干部每天都会入户，
并利用院落会、小组会、党员大会等形式，长期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政
策，讲得多了理解就越透。 有什么困难面对面提出来，现场协调解决。
党员干部带头干，去村“两委”干部家里观摩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有了
标准对比，群众知道自己哪里有不足，就不会有怨言。

人心齐、氛围好———村“两委”建立了“和美香河、幸福家园”流动
红旗评比，评比结果与村集体经济分红、新民风评选相挂钩，奖优罚
劣。 让每个人都成了集体内的一分子，大家都不愿意拖后腿。

汪正华指着门前修的柏油路说：“以前院子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下
雨之后更是到处积水。 现在出行更方便了，整个环境更美观了。 ”

顺着汪正华手指的方向看去，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连接着省道。 路
上余和春穿着红马甲，手拿扫帚正在清理着路面上两公里的小石子。

2023 年余和春看着自家门口铺了柏油路， 便主动申请公益岗，成
为这条路的“主人”：“这么好的路，需要我们维护好、守护好。 ”

目前全村共设有公益性岗位 35 人。 为充分利用好公益性岗位，村
里明确一名干部主抓人居环境整治，将所有公益岗按照实际情况平等
划分责任区，覆盖村里的河道、步行道及通组路。

“汪叔，第二季度环境卫生评比开始了，有没有信心保住小红旗。 ”
村党支部副书记贺超负责全村的人居环境，近期村里正在开展卫生环
境评比。 贺超带着评分小组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环境卫生，现场打分。

“我看，这季度‘环境卫生文明户’这面小旗子，还得留在我家。 ”汪
正华话音刚落，惹得在场人员笑声不断。 一阵凉风吹来，空气里萦绕的
花香，顿觉沁人心脾。

守好百姓心中的“生态宝库 ”
通讯员 ��柯明宇

好机制带来新变化
通讯员 ��吴永杰 汪若溪

幸福安康 “镇”在出发：

苏苏陕陕协协作作绘绘就就乡乡村村振振兴兴锦锦绣绣画画卷卷
通通讯讯员员 ��刘刘康康

卡卡子子镇镇：：由由一一处处美美向向处处处处美美转转变变

广广佛佛镇镇香香河河村村三三组组新新修修的的柏柏油油路路

汉汉
阳阳
镇镇
航航
拍拍

社社区区工工厂厂

富富硒硒茶茶园园

村
民
整
治
人
居
环
境

毛先骏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