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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如纱，轻笼汉江。 雨声渐歇，青石板街在湿润的朝阳下泛

着温润的光泽，蜿蜒如缎带，引向紫阳县焕古镇的深处。 街旁，孝
义文化墙上的彩绘故事仿佛被晨光唤醒，流淌着古风今韵；义渡
文化广场的古碑，静默伫立，将道光年间的义举娓娓道来；奉茶室
内，一碗清茶氤氲着热气，映照着党员为民服务的赤诚初心。 这幅
浸润着恬淡祥和的古镇新图卷， 正是焕古镇深耕孝义文化沃土，
让千年“孝义之花”在生态茶乡绚烂绽放，以文明新风润泽和美乡
村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焕古镇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建设崇德向上幸福紫阳”
的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孝义善举培育工程，通过系统构建阵地、创
新打造载体、广泛选树典型，成功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鲜活
的道德实践， 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转化为强劲的治理动能，让
千年古镇的孝义基因在新时代迸发出蓬勃生机与耀眼光彩。

溯源铸魂：深植孝义之根，熔铸时代之魂

“宦姑滩前浪拍岸，义渡船行百年间。 ”站在汉江之滨的义渡
文化广场，老船工袁洪双凝望江面，讲述着代代相传的壮举。 道光
年间，乡贤王泰来目睹汉江天堑阻隔民生，毅然捐尽家产设立义
渡，立下“永不向百姓取分文”的誓言。 其妻张氏承继夫志，使义渡
的橹声桨影穿越时空，成为仁义的永恒回响。 这段深刻镌刻于“义
渡碑”的历史，正是焕古镇孝义精神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与厚重
基石。

如何让这份宝贵的孝义传统深植乡土、滋养人心？ 焕古镇党
委书记孟庆国思路清晰、掷地有声：“孝义绝非悬空楼阁，唯有深
扎其历史之根、铸牢其时代之魂，方能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焕发
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

为此，焕古镇紧扣“根魂”二字，成立由镇党委书记挂帅的孝
义善举培育工程领导小组，抽调宣传、民政、文旅等部门骨干组建
工作专班，形成强大合力。 完善制度保障，严格对标“七个一”工程
标准，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建立“月调度、季督查、年考评”的闭环
推进机制，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构建协同体系，形成“党委统
领、政府主抓、村社推进、群众参与”的协同落实网络，凝聚全民共
建共享的强大力量。

在镇政府的有力推动下，沉睡的文化记忆被一一唤醒。 义渡
碑拓片重现历史细节，家风馆展陈厚植家国情怀，抗洪馆史料彰
显奉献精神。 焕古镇以“义渡文化广场”为精神坐标轴心，匠心打
造贯穿古今的“孝义文化街”。 这条街有机整合了奉茶室、乡贤馆、
家风文化展览馆、孝义景观小品、乡村振兴展室、义渡文化广场及
“7·18”抗洪抢险展览馆等点位，既为孝义文化提供了集中展示平
台，更营造出“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如今，漫步于青砖黛瓦之间，历史之根与现代之魂在此交融
共生。 从义渡碑的“民胞物与”到抗洪馆的“舍生取义”，焕古镇正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系统梳理本土孝义文化谱系，并为其注入澎
湃的时代新韵。 “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让典籍中的孝义精神真
正落地生根，融入百姓的烟火日常，成为滋养人心的精神力量。 ”
焕古镇宣传、统战委员王周继悦的话语，道出了这场孝义文化寻
根铸魂工程的初心与目标。

载体创新：化无形为有形，让善举可感可及

如何让抽象的“孝义”精神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 焕古
镇的答案是：创新载体，化无形为有形，让善举可感知、可体验、可
参与，让美德有回响、有激励、有传承。

焕古镇党委、政府深刻认识到，孝义文化传承的生命力在于
鲜活的载体支撑，孝义善举的普及性在于可及的实践平台。 镇党
委将载体创新置于核心地位，通过系统规划、资源整合，为载体的
创建、运行与维护提供坚实的政策、资金及场地保障，确保其建得
成、转得动、可持续、有活力。

在镇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一系列紧贴时代脉搏、贴近群众生
活的创新载体应运而生，精准打通了孝义善举“可感可及”的“最
后一公里”。

“奉茶室”化作温情传递的实体窗口。 镇政府投资，街道社区
承办，将清代吊脚楼精心改造为“古镇奉茶室”，作为文化传承与
志愿服务的固定阵地。 党员群众志愿者在此递上清茶、唱响民歌、
讲述故事，累计服务游客逾 8 万人次。 2024 年，“古镇奉茶室”志愿
服务品牌荣膺安康市第二届志愿服务大赛“最具影响力品牌”。 游
客“一杯清茶，暖了一路”的留言，正是“仁义”二字化为指尖温暖
与心头感动的真实写照。

《义渡风云》搭起大义共鸣的沉浸舞台。 在政府支持下，时任
焕古村第一书记的刘冲组织社区群众，融入汉调二黄等地方戏曲
元素，创作排演沉浸式剧目《义渡风云》，并培养本地戏曲演员 20
余人真情演绎。 截至目前，该剧已演出 100 场次，接待游客及研学
团队 3000 人次。 剧场内掌声与泪水交织，印证着历史大义直抵人
心，可学可做。

“道德积分银行”激活善行变现的激励引擎。 镇党委联合紫阳
农商银行，在腊竹村首创“道德积分银行”试点。 共同制定涵盖积
善、积孝、积信、积勤、积美、积俭等 6 大类 26 项的积分标准，配套
商品兑换、贷款优惠等激励方案，让有“德”者有“得”。 实行每月评
分、季度张榜，90 分以上评为“十星户”。 善行在此成为可存储、可
增值、可兑现的“道德硬通货”。

“立体传播”织就浸润日常的孝义新风网。 镇政府构建线上线
下融合传播矩阵。 线上依托“孝义焕古”公众号及主题短视频，发

布系列报道 30 余篇；线下通过院落“孝义故事会”、美德文化墙等
载体， 挖掘宣传榜样人物 20 余人， 让孝义新风如春雨般浸润日
常。

孟庆国说：“通过这些精准落地的载体， 我们成功将孝义善
举，转化为群众身边可感知、能参与、有回馈的日常实践，真正让
其可感可及、深入人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

浸润成风：孝义之花遍开，文明新风劲吹

“黄阿姨，今天血压正常，您放心！ ”7 月 7 日清晨，焕古镇卫生
院的医生正为金塘村的黄耀兰及其公婆进行健康检查。 这温馨一
幕，正是镇党委、政府推动孝义文化融入民生服务的生动体现。 58
岁的黄耀兰，12 年如一日独自照料脑出血后遗症的丈夫、 摔断腿
的公公和常年病痛的婆婆， 同时经营 5 亩茶园和一家小型茶厂。
她质朴的话语“日子再难，也要笑着过下去”感动乡邻，成为绽放
在茶山间最动人的“孝义之花”。

“借的钱当然是要还的，什么时候还完我不敢说，只要我活着
我就一定会把钱还上！ ”这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是许治奎用生命践
行的信条。 矿难夺去了他的双腿，生活的重击接踵而至，他又用本
就不多的赔偿金，独自扛起了患癌二哥的全部治疗费用。 家庭的
顶梁柱轰然倒下，他却成了支撑母亲和侄女的唯一脊梁。

沉重的债务与生存的压力没有压垮他。 无数次尝试与失败
后，在当地政府与干部的倾心帮扶下，许治奎艰难地掌握了养殖
技术。 从最初的十几只鸡起步，他一点点将规模扩大到如今的几
百只。 生活，终于透进了微光；债务，也开始一笔笔清偿。

每当还清一笔欠款， 许治奎都会在那个早已泛黄的小本子
上，郑重地划去一个名字。 看着那本承载着承诺与担当的账册上，
欠款数字一点点减少，债主名字一个个被划掉，他的心中便涌起
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安宁。 这份在苦难中淬炼出的诚信与担当，让
许治奎在 2024 年荣膺“陕西好人”称号，他用行动深刻诠释了诚
实守信的时代价值。

在焕古这片热土上 ，孝老爱亲 、诚信友善已从“榜样行为”
升华为“群体自觉”。 大连村的周景翠，丈夫瘫痪后独力撑起家庭，
培育出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腊竹村的李清芳，十年如一日悉心
照料两位残疾老人，被誉为“比亲闺女还暖”；焕古村的池大凤，十
年间徒步两万余里风雨无阻接送三个孙辈上下学，家中孙辈奖状
贴满墙壁……这些普通村民的感人故事，通过镇政府设立的“孝
义善举榜”传遍全镇，成为滋养乡风民德的生动教材。

“光靠榜样引领还不够，必须激发每个人的内生动力，让善行
成为习惯。 ”镇长曾军说。 焕古镇将孝义文化全方位融入生活肌
理。 “孝义课堂”纳入必修，国学社团研读《弟子规》，讲述家风故
事，评选“美德少年”，组建“小小孝义志愿者”，让孝义精神在童心
中生根发芽；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老袁说事”“乡贤
说理”“‘五老’宣讲”等志愿队伍，常态化组织“关爱留守老人”“情
暖敬老院”等志愿活动近 20 次，让孝义善举温暖每个角落；开展
“诚信经营·义利并举”活动，评选诚信商户，将孝义精神融入商业
伦理。

“以前村里办事靠‘喊’，现在靠‘感召’；以前矛盾靠‘压’，现
在靠‘理服’。 ”乡贤调解室的老书记袁洪均深有感触。 如今，焕古
镇成立了全县首个乡贤调解室，打造“一杯清茶解民忧”特色品
牌；村规民约嵌入“孝义条款”，红白理事会刹住“无事酒”歪风，道
德评议会亮出“加减分”……一套融合德治、法治、自治的基层善
治新格局日渐成熟。

古今交响：孝义赋能振兴，绘就茶乡新篇

“来，看这边！ ”义渡文化广场上，研学团的孩子们欢声笑语，
定格美好瞬间。 如今，孝义文化已成为焕古镇文旅深度融合的“金
钥匙”与“新引擎”。

焕古镇依托千年贡茶文化根基，精心推出“研贡茶历史、学孝
义文化”特色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创新打造“茶旅+非遗研学”融合
品牌。 通过政、企、校三方协作，开发涵盖社火体验、茶园观光、民
歌传唱、孝义文化研学等多元主题的特色课程。 内涵丰富的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及研学团队，掀起了“研学游”“写生游”的热潮。

与此同时，智能化图书室、舞蹈室等一批现代化文化活动场所相
继落成。随着文化共同体分中心的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越来越多的群众从观众变为主角，登上舞台展现才艺风采，文化活动
由少数人的“独角戏”转变为惠及大众的“文化大合唱”。

“今年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50%， 实现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
交融， 有效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助力更多群众依托旅游业增
收。 ”文旅办主任丁雪峰介绍道：“这股由孝义文化催生的‘热效
应’，已强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累计带动全镇 1.5 万余
名群众发展茶园 3 万余亩 ，实现人均 2 亩茶，绿了山头，富了口
袋。 ”凭借在孝义文化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卓越成效，焕
古镇荣誉加身，国家卫生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陕西省旅游
特色名镇等桂冠相继摘得。 2024 年，“焕古贡茶古镇”成功获评国
家 AAA 级旅游景区 。 尤为难得的是 ，该镇已连续 14 年在县
级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荣获优秀等次，交出了一份传统与现代交
融、文化与经济共兴的亮眼答卷。

在紫阳这片茶香馥郁的土地上，焕古镇以孝义为笔，以实干
为墨，正奋力描绘着一幅传统基因焕发时代光彩、文明新风滋养
和美乡村的壮丽新画卷。

7 月初，位于石泉县喜河镇档山村的“小小
露营地”投入试运营，为秦巴 1 号风景道新增了
一处休闲露营的清凉打卡地。

喜河镇“小小露营地”位于汉江之畔，G541
国道旁，总投资 100 余万元，占地面积 12 亩，建
有阳光草坪、咖啡吧、篝火台、垂钓区等设施。碧
绿的茶山、流淌的汉江，可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
感受“诗和远方”带来的别样浪漫。

“小小露营地”负责人易涛说：“我们露营地
环境绝佳，依山傍水，汉江从露营地缓缓流过。
我们专门修建了钓鱼台，并提供特色饮食。游客
来了之后，会非常放松，也很凉爽，是夏日旅游
的绝佳打卡地。 ”

夜幕降临，营地灯光亮起，聆听着江水拍打
声，吹着清凉的江风，在星空下露营聊天、烹饪
烧烤，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一切烦恼都将消散。

游客李先生表示：“感觉特别好， 特别是雨
过天晴之后，河边雾气蒙蒙，一股凉风扑面而来
非常舒服。 这里很适合夏天带着家人或者朋友
过来小聚，下午可以搭个帐篷，吃点小烧烤，喝
点小啤酒，我觉得很惬意。 ”

炎炎夏日，喜河镇依托“小小露营地”，策划
举办音乐派对，与雁山瀑布景区、喜河镇江野星
空露营基地串点成线， 打造沿汉江旅游精品线
路，并开发采茶制茶、垂钓休闲、品鉴美食等游
乐项目，让喜河镇的旅游热度逐步攀升。

镇党委宣传委员尹丰说：“今天我们举办的
‘小小露营地音乐派对’， 是我镇围绕茶旅融合
打造的夏日休闲胜地，也是乡村振兴的实践，进
一步丰富了我镇的旅游业态。 接下来我们将充
分发掘喜河的美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喜河，走
进喜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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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新新生生开开展展孝孝义义文文化化研研学学活活动动

孩孩子子们们在在焕焕古古镇镇家家风风馆馆聆聆听听孝孝义义新新风风故故事事

小小学学生生走走进进焕焕古古镇镇乡乡村村振振兴兴馆馆参参观观

7 月 18 日， 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会议室内座无虚
席，150 余名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的掌声如潮水般涌向
讲台中央的王荣荣。 在这场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母婴护理
赋能行动推进会上，一个以劳模精神为核心的“四个一”
工程正式启航，即一位劳模引领、一支团队支持、一项产
业增收、一个群体就业。

王荣荣人生的前三十年，历经了无数的风雨寒凉。 初
中辍学后，她在餐馆洗过堆积如山的碗盘，在夜市地摊守
候过零星的顾客。 命运的残酷在 2014 年达到顶点，丈夫
因病离世，留下年仅三岁的儿子和 40 万元的债务。 月光
下，望着熟睡的孩子，王荣荣夜不能寐。 “我成天以泪洗
面，愁肠百结，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

2018 年， 市总工会联合人社部门开展的免费家政培
训像一束光照进她的生活。 为掌握育婴技能，她将枕头当
作婴儿，定好每两小时的闹钟，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反复练
习喂奶、拍嗝、换尿布，手指关节红肿仍不停歇。 初入行时
客户因她年轻频频摇头，她以破釜沉舟的承诺打开局面。
“给我三天免费试用期，不满意分文不取。 ”这份执着让她
在服务中发现婴儿斜颈时， 强忍腱鞘炎疼痛坚持按摩三
个月直至孩子康复；通过视频察觉独居老人嘴角歪斜，紧
急救下心梗的刘大爷……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让王荣
荣在行业内积攒了良好的口碑，订单接踵而至。

2020 年，王荣荣迎来了人生的新机遇，在全国扶贫职
业技能大赛的选拔上，她从市级比拼到省级选拔，一路过
关斩将，最终以四两牛肉、六两面粉，25 分钟制作四个薄

皮大馅牛肉饼的精准操作技惊四座，从来自 21 个省份的
38 名高手中夺得家政项目金牌，这是陕西省在该领域“零
的突破”。 拿下这个颇具分量的金牌后，有北京企业递来
月薪 3 万元的橄榄枝， 可王荣荣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
安康。 “国家的扶贫政策改变了我，我要帮更多姐妹们站
起来。 ”

从金牌家政到全国技术能手， 王荣荣的身份虽有转
变，但渴望帮助更多人的初心却始终如一。 她从幕后的家
政工作者走向台前， 转型为培训讲师， 然而初次授课时
“机械读 PPT，嗓子嘶哑学员仍云里雾里”的阵痛期让她
颇感受挫，好强的王荣荣没有就此服输。 每日黎明，她在
汉江边练习普通话，深夜对镜调整教学仪态，报考西北工
业大学成人本科函授班。 针对山区妇女需求，她开创“田
间课堂”……短短数年间，8000 余名学员在她的课堂里得
以蜕变，其中 205 名脱贫户掌握了育婴师、保洁员技能，
一位曾“连清洁工具都不认识”的农村妇女，如今已成为
月入过万的金牌家政员。

2024 年 9 月， 王荣荣又踏上援藏征程。 母亲含泪劝
阻：“孩子没爸了， 你要出事他就真成了孤儿！ ” 在海拔
4500 米的阿里，缺氧让她浑身浮肿，她仍然倔强地跪坐在
牦牛毡房示范婴儿护理的动作， 倾心指导帮助藏区人民
创办阿里首家家政公司，结束后，当地群众为她献上洁白
的哈达时，她忍不住泪洒高原。

细数王荣荣的成长轨迹， 与市总工会的劳模培育体
系紧密交织。 自 2020 年起，市总工会持续开展“劳模助脱

贫”行动，组织 87 名劳模专家深入村镇；2024 年创建劳模
工匠学院，为三大千亿产业集群锻造人才；今年更是系统
性构建一个先进劳模引领、一个专家团队支持、一个产业
兴旺发展、一个群体就业增收的“四个一”赋能模式。 此次
母婴护理推进会上，市妇幼保健院与她签订合作协议，智
能实训基地正式运行，专家团队接过旗帜，劳模个体的星
光终成照亮行业的火炬。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 ”王荣荣宣讲尾声的这句
话，在会场久久回荡。 此刻，她不仅是荣誉加身的全国劳
模，更是市总工会十年育才工程的缩影。

从汉江之畔那个用枕头苦练育婴技能的单亲母亲，
到雪域高原点燃技能之火的援藏教师， 再到如今引领母
婴护理产业升级的“最美职工”，王荣荣的蜕变离不开国
家政策的雨露滴灌。 如今，“安康家政嫂”品牌已随她的足
迹从秦巴腹地慢慢走向全国，那些被她改变命运的群体，
正成为新时代劳模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王荣荣的故事，是市总工会精心擘画并成功实践“劳模
价值转化工程”的璀璨结晶。 近年来，市总工会以劳模精神
为引擎，通过系统性培育、搭建赋能平台、深化产业链接，不
仅点亮了万千普通劳动者的人生梦想， 更成功将个体的奋
斗微光汇聚成照亮行业的熊熊火炬。 这也生动诠释了工会
组织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以匠心育才厚植发展沃土，以劳
模引领激活产业动能，最终实现“点亮一人、带动一片、振兴
一业”的乘数效应，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不
竭的动能。

她把自己活成一个“金品牌”
记者 吴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