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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平利，暑气蒸腾，而位于城关镇的城东体
育广场，夜晚却比白天更火热。 7 月 3 日晚七点半，聚
光灯亮起，五峰村的小品《三个媳妇》率先登场，诙谐
的方言对白裹着孝老敬亲的深意，引得台下三百余观
众笑声不断。 紧接着，清脆的快板《新村韵》如珠落玉
盘，将乡村振兴的画卷在节奏中徐徐舒展。 东城社区
工作人员凌威随之登台，一份《人居环境倡议书》被她
用乡音娓娓道来，政策条文瞬间化作邻家絮语，悄然
流入心田。

这是平利县城关镇“百姓好声音·群众大舞台”周
赛的寻常一幕。 自 6 月份以来，每周的文化活动，已成
为政策入心、文化润民的双重盛宴。观众席中，31 岁的
邹贤带着孩子沉浸其中：“活动周周有，每次都带孩子
来。 节目虽然‘土’但特别亲，唱的都是咱平利的风俗
和山水，亲朋好友都爱看！ ”接地气的魅力吸引了上百
名群众报名，每周十五位选手在短短两小时的比赛中
角逐三个晋级名额，歌唱、舞蹈、朗诵、相声在同一个
舞台上绽放出生活的多彩。

文化扎根于民，便有了最蓬勃的生命力。 城关镇
副镇长程小琪道出了背后的理念：“我们正努力把舞
台真正交给群众。 ”镇文共体专班干部张子谋在赛事
中发现挖机师傅李鑫台风稳健、嗓音独特，主动邀请
他担任主持人。 李鑫白天与钢铁为伴，夜晚则执着于
练习主持与歌唱，单一的生活因文化的浸润而变得生
机蓬勃。 “主持完这场，我要报班深造，以后一定能做
得更好！ ”

穿行于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的广场与夜市，群众
的欢颜让镇长吴丰兵感慨万千：“我们依托丰厚的文
化禀赋与夜间经济需求，点亮‘文化夜市’，就是要让
‘文化乐民、文化润民、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

城东社区里，歌声与孩童的嬉闹常年如斯；白果
社区内， 改造一新的文共体子中心灯火通明， 成为
2186 位搬迁群众共同的“文化客厅”。

在城关镇，文化不仅愉悦身心，而且还是传递时
代强音的纽带。 59 岁的寇长春是社区文化建设促进会
的活跃分子，在该镇、社区干部的动员下，她和伙伴们
将歌声舞步化作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政策信使”。 “活
动让身心舒畅，更能把党的声音传到大家心里。 ”她所
在的文化协会如同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亲友同事齐
聚，时常下乡演出，让理论宣讲带着艺术的温度步入
千家万户。 五峰社区的文书苏倩对此感触尤深。 她在
繁忙工作之余登上舞台 ，一曲 《隐形的翅膀 》唱出心
声。 作为社区干部，她亲眼见证着点滴改变：“这些活
动把政策巧妙融入节目， 群众在欢笑享受中就听懂
了、记住了。 ”

而真正动人的舞台，也从无年龄的藩篱。 舞台上，
年仅 10 岁的常思泽以一首《九儿》震撼全场，稚嫩嗓
音中蕴含的力量赢得如雷掌声。 平利肥沃的文化土
壤，让小小幼苗也能舒展枝叶、绽放光彩。

视线回到白果社区文共体子中心，文化的生机更
是跨越了代际。 69 岁的罗方聪在“花韵鼓声队”中敲击
着传统节拍， 王琴带领姐妹们的广场舞步轻盈跃动，
杨馨馨的健身操充满活力，周付成的唢呐声里流淌着
悠扬的花鼓调……

社区支部书记刘小玲在此工作多年， 在镇党委、
政府的统筹推动下，社区精心培育的“百姓舞台”已辐
射带动周边多个村（社区），挖掘出大量的文化能人闪
耀在文化惠民的舞台，象棋对弈的沉思、书法运笔的
专注、朗诵声的抑扬顿挫，让社区的文化因子变得分
外精彩。 繁星闪烁在夜空，六岁的黄紫萱放完暑假，和
小伙伴们在社区的文化活动室内快乐穿梭，纯真的笑
声是文化生根发芽最动听的乐章。

展眼整个城关，文化不仅浸润着日常烟火，更是
该镇民生福祉最温暖的底色 。 临近九点 ，南城社区
的“初心驿站”亮着柔和的灯光。这个 2023 年建成的
小小空间 ， 如今已然是闹市中的一道亮眼风景线 。
政策宣传册、饮水机、微波炉 、书柜 、急救包 、充电设
备等一应俱全。 空调送出习习凉风，驱散夏夜燥热。
社区干部焦荣琴每日细心维护 ，让 “初心驿站 ”蝶变
为暖透群众心扉的温馨港湾 。 “我们每天都把这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 ， 就想让乡亲们舒舒服服坐一会
儿 ，来这里歇脚聊天的群众平时也比较多 ，大家都
对这个地方赞不绝口。 ”

正在此休息的刘大妈由衷感叹：“走累了进来歇
歇脚，看看书，吹吹空调，国家政策好，咱老百姓享的
福是实实在在的。 ”

目光前移到驿站墙上，一张张五彩心愿贴无声诉
说着民生关切。 从期盼电动车充电桩到呼吁整治乱停
车，再到滨河路陈德连老人渴望一台轮椅的心愿。 社
区干部记下这些 “微心愿 ”后 ，迅速化作解忧的行动
力，将群众愿景落实落地。

漫步于被文化点亮的夏夜， 该镇镇长吴丰兵的
眼眸中映照着万家灯火与群众笑颜， 也蕴藏着更深
的期许。 “文化是无声的纽带，连接起民心所向；文化
是温暖的河流，滋养着城市灵魂。 我们坚持以‘文’化
人，以‘文’润城，通过对地域文化 、乡风民俗资源的
深挖与创新， 以及将政策理论送入千家万户的治理
探索，努力实现‘夜文化’与‘好政策’的交融共振。 ”

灯火阑珊处，歌声飞扬、鼓乐铿锵。 从初心驿站里
静心阅读的侧影，到百姓舞台上闪耀的笑颜，平利县
城关镇的夜晚，因文化的浸润而璀璨，因民心的凝聚
而温暖。 当文化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的不只是
当下的欢愉，更是通往精神共富的路径，书写出新时
代“润物细无声”的生动答卷。

当旬阳市吕河镇冬青村的狮头柑搭载
电商快车畅销、红军镇红军村的“红”“绿”
产业谱出融合新曲、 甘溪镇十字岭村的千
亩桃园飘香四方……这里的每个故事都蕴
含着发展的活力。 以“千万工程”为引领，由
环境变革催化带动生态变革、产业变革、社
会变革，旬阳走出了一条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协同并进的成功路径。

环境“美”起来 广袤乡村如诗如画

漫步在冬青村，青山碧水环抱，屋舍俨
然、产业兴旺，诗情画意与生机活力相得益
彰，处处能感受到“千万工程”的强劲脉动。

徜徉在红军村，10 公里环境治理示范
带宛如绿色长廊，15 处“五美庭院”示范点
各具特色，独具魅力的“红色 IP”熠熠生辉。

穿梭在十字岭村， 入眼皆是平整宽敞
的柏油路， 道路两旁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有
序， 现代乡村画卷在这座和美乡村渐次铺
展。

2024 年以来，旬阳市坚持规划引领，全
域统筹、整体推进，巩固提升 5 个省级示范
村的建设水平，扎实推进 5 个示范村创建，
抓实 24 个培育村。 全市 35 个村实现“厕所
革命”整村推进，新建和改造户厕 1811 座，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5.9%。建成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站 32 座，累计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整
治村 119 个 ，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41.32%。 启动 2 个镇村容村貌整治试点，农
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土地“活”起来 老村落焕发新生机

环境美了，如何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通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我们这里的

环境大大改善。 市上几次大型活动在我们
这里举办，吸引了很多游客。 家里父母的一
手好茶饭，让我们的收入增加不少。 ”每逢
周末节假日， 城关镇李家台村的蜂农小院
总是迎来许多游客。 前院经营、中院住宿、
后院体验的模式， 让小小庭院不仅成了生
活栖息地，更变成增收致富园。

此外，通过构建“土地流转+经营分红+
就业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村集体流转村
内闲散土地，引进企业，建成了集枇杷、草
莓、大樱桃、桃子、柑橘等以“体验、野趣、生
态”为特色的千亩水果采摘园。 “核李旬梦”
亲子营地正式开园，亲子农场、观景台、露
天营地、云梯网红打卡点等体验场景，吸引
了亲子、 研学团队纷至沓来。 村庄生态好
了、环境美了，游客“不请自来”。 曾经平平
无奇的普通乡村，摇身一变成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一栋栋老旧民房焕发新生， 一块块闲
置土地被重新激活。 以“千万工程”为引领，
集生态保护、休闲娱乐、田野观光、林果采

摘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新地标在李家台村熠
熠生辉。

产业“旺”起来 农旅融合激活增收密码

实施“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是吕河镇的“一号工程”。 该镇以“发展有规
划、产业有特色、振兴有成效”为理念，科学
制定村庄规划，坚持“一村一品”壮大主导
产业。

每年冬季，吕河镇冬青村家家户户的狮
头柑树上挂满沉甸甸、金灿灿的果实。 田间
地头，“新农人”们举着手机直播，游客穿梭林
间体验采摘。 经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
展， 该村狮头柑种植面积达 1160 亩， 年产
340 多万斤，户均年收入 8 万元。 “冬青狮头
柑”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多次在杨凌
农高会上荣获金奖，果品通过“两品一标”认
证，并成功注册“冬青村”商标。当地建设电商
服务中心，打通物流渠道，将采摘季与文化、
旅游、农产品销售有机融合，既吸引游客走进
乡村，又推动狮头柑“走出屏幕”，让游客尽
兴，也让果农增收。

无独有偶， 几十公里外的仁河口镇水
泉坪同样深耕特色产业。 千亩油菜花海与
十里稻花飘香实现粮食与风景共生， 催生
乡村旅游精品路线，衍生一批特色民宿，走
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乡风“淳”起来 党群连心筑牢治理堡垒

好政策有了，如何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把村庄院落、 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就

能获得积分，还能兑换物品。 现在大家都积

极配合各项工作，一起塑造新民风。 ”红军
镇红军村的治理创新同样令人称道。

通过织密 8 个红色网格，建立“红色乡
贤”议事点，弘扬十大“金牌”家风，定期召
开院落会，红军村通过问需、问计、问效，让
群众说事议事、干群合力干事，构建党建引
领、 干群同心、 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
局。 60 余件民生实事温暖民心，“四位一体”
调处中心实现矛盾化解率 100%、创下连续
十三年“零非访”纪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乡村治理模式。

暮色渐浓，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照亮
甘溪镇十字岭村的村道。 村民们三三两两，
走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广场纳凉，
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村上帮忙收拾好了大
环境，我们更应该自觉打理好小家庭！ ”村
民杨居勇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观念的转变。
比环境提升更深层次的， 是村民思想观念
的革新。 该村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办
好民生“小事”入手，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党员干部带
头倾听民意，让村民成为村庄建设的“主人
翁”，营造户户出力、人人参与、共建共管的
良好氛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政府引
导与群众主动参与形成合力， 为乡村振兴
注入持久动力。

一座座村庄干净整洁， 一项项产业蓬
勃发展， 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在旬阳
大地，处处都能感受到“千万工程”经验带
来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脉动。 从环境蝶变
到基层善治， 从产业破局到集体增收，“千
万工程” 之笔正勾勒出和美乡村的壮丽新
画卷。

夏日时节， 汉阴县双乳镇千亩荷塘景区迎来旅
游旺季。 每逢周末，景区内游人如织，这不仅为景区
带来了超高人气， 更为当地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走进千亩荷塘景区， 一片片青翠碧绿的荷叶与
蓝天相接， 亭亭玉立的荷花次第绽放。 在阳光辉映
下，各色荷花娇艳欲滴，于微风中轻轻摇曳、花香四
溢，宛若一幅夏日荷塘水彩画。 网红小火车载着游客
穿越 “接天莲叶 ”，岸边汉服旅拍 、荷塘集市热闹非
凡。 据了解，景区自进入旅游旺季以来，游客接待量
大幅增长。 目前景区已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较往
年同期增长 50%以上。仅门票收入就达 20 余万元，其
他经营性收入超 8 万元。

除了传统的赏花观景， 景区今年新增的军事拓
展基地、观光小火车、精品民宿等 10 余个特色项目
成为引客“利器”。 双乳镇还在今年的荷香旅游季期
间策划了 20 场文旅活动，预计将为景区带来过百万
元的营收。

“拍了荷花，坐了网红小火车，这次体验很满意，
下次还会带孩子来玩。 ”游客冉女士一边欣赏美景一

边说道。
在荷塘东侧的“荷风掠影”汉服馆，负责人王希洁

正忙着为游客整理衣饰。 “最近天天爆满，尤其是周末
人更多，高峰期单日接待约五六十人。 目前营业额超出
预期，日均约 5000 多元。 ”她的店内，各款汉服琳琅满
目，从典雅的秦汉服饰到飘逸的唐宋衣衫，再到端庄的
明清款式，应有尽有，满足了游客多元审美需求。 馆内
还提供专业妆造服务，让游客尽情展现汉服之美。

景区的兴旺也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增收渠道。村民
李怀建曾在外务工，如今在景区驾驶小火车，每月有
固定收入，游客多时还能拿提成。

“月工资 2500 元，游客多提成就多。 现在既能顾
家，也有稳定收入，我很满足！”谈起如今的生活，李怀
建笑得合不拢嘴。

像李怀建这样在景区就业的村民有 50 余人。 景
区在运营管护中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此外，三个村集体以经营性资产入股景区，预计年
底每村分红超 20 万元。村民还通过土地流转、售卖手
工艺品等方式增收，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致富。

诗 画 沃 野 起 新 韵
通讯员 钟艳茜

千 亩 荷 塘 客 如 云
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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