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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乡村 ]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少斌 唐瑞希）
雪后的聂家沟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广场，一
片蔼蔼蜡像奔驰，绿松挂雪，玉帘瑛带，如梦
似幻，令人沉醉。走进镇安县西口回族镇聂
家沟村，集镇整洁错落有致，路侧绿植整齐
迎客，文化院墙别具一格，“五美庭院”星罗
棋布，美丽农舍炊烟袅袅，淳朴村民喜颜欢
笑，一幅“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

宜居乡村画卷尽收眼底。
“村上到处都变得干干净净的，烂路变

成了好路，旱厕也改成了卫生厕，到处都成
新的了，现在村里务工环境都和外地差不
多，我们都回村里来工作生活了。”村民班智
喜欣喜地说。

聂 家 沟 村 始 终 坚 持 以“ 微 改 造 、原 生
态、低成本、有特色”为原则，结合乡土文
化 禀 赋 改 造 提 升 村 庄 风 貌 ，以“ 小 投 入 、
微 建 设 ”谋 划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大 提

升 ”，村 民 房 前 屋 后 打 造 花 圃 、花 箱 、
凉 亭 等 景 观 ，主 干 道 两 旁 打 造 艺

术 化 文 化 墙 ，推 动 了 功 能 颜 值
“ 双 提 升 ”，村 容 村 貌 显 著 改

观 ，实 现 了 自 然 风 光 与 人
居 环 境 的 完 美 融 合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 年 来 ，聂 家 沟
村大力开展基础服务
提 升 工 程 ，留 住 浓 浓
乡 愁 。“ 通 过 安 装 加
压 泵 、修 建 蓄 水 池 解
决 了 季 节 性 缺 水 问
题 ；村 里 实 行 定 点 垃

圾投放和集中回收，解
决 了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问题；对集镇主干道沿线房屋墙面进行改
造；统一了文化风貌；安装太阳能路灯，照
亮 了 群 众 的 夜 生 活 …… 村 里 的 基 础 服 务
正在不断提升。”聂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陈
绪利介绍道。

除了夯实打牢农村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支撑，聂家沟村还在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
力上下功夫。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老
年人活动中心和村卫生所，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广场、农家书屋、道德评议亭、
亲水休闲走廊、大型商超……村民的日常
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得到满
足。“在聂家沟过日子，跟城里差别不大，空

气还好。”如今，聂家沟村民吴茜已经很少
进城去采购游玩。

村庄美丽了，乡愁留住了。下一步，聂
家沟村将依托现有的规模化餐饮产业、五
味子产业和特色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旅游
业、特色民宿，深化农产品加工销售，建设
集吃、住、行、游、购及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新
时代乡村旅游文化体
验区，让乡土沃野焕发
生机、游客盈门，走出
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
发展之路，助力乡村书
写振兴新篇章。

聂 家 沟 里 乡 愁 浓聂 家 沟 里 乡 愁 浓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满平

陈 冬）商山脚下的丹凤县商
镇王塬村，距丹凤县城 2.5 公里，
北靠丹江，南至寺坪流岭地区，
西临丹凤通用航空产业园，东邻
东凤葡萄酒庄。整体上呈南高
北低的“山—水—林—田—村”
原生态立体山水格局。近年来，
商镇王塬村党总支抢抓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机遇，持续在组织、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五个维度
上用力，聚力打造“和美宜居地·
山水王塬村”党建品牌，走出了
一条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为主
线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王塬村夯实党总支书记和第
一书记领头定向责任，谋划村上
五年、十年规划，确定了七大类
53 个发展项目。扎实开展“两规
范两提升”活动，筹建 60 平方米
村史馆，扩容党员活动室 50 平方
米，铺设塑胶运动场所 1000平方
米，投资 25 万元对院内进行了全
面翻新。

产业力度“立柱架梁”夯实
“振兴基础”。村上大力实施“千
名头雁带富领飞”和“千名党员驻
村兴农”项目，驻村工作队年度争
取资金 300 多万元，新建智能日
光大棚 13个，发展高品质葡萄 24
亩，完成核桃科管 250 亩，种植中
药材 200 亩，与前期发展的 300
万袋食用菌基地、6 个花卉大棚
基地、80 亩水杂果基地形成了多
点发力、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人才维度“引智聚力”照亮
“发展前景”。村上从外地经营
人才中聘任荣誉支书、荣誉主任
各 1 名，配备村级后备干部 5 名，
引进产业经营发展人才 3 人技术入股王塬村高品质水
杂果产业，培育本土新型职业农民 3 户、党员致富带头
人 6 人，在各类技术人才的引路下，王塬村群众增收路
径不断拓宽。

文化厚度“正风育人”助力“乡村治理”。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创新“民事民办、民事民议、民事民讲、民事
民评、民事民督”五民工作法，评选表彰各类示范标兵代
表 27人，奖励卫生文明户 15户，红黑榜通报表扬 9人，全
村和谐文明蔚然成风，成功创建县级文明村。

生态广度“厚植优势”铺就“亮丽底色”。实施“一
拆两清三改四提升五建园”行动，通村路“白改黑”沥
青铺设 7500 平方米，新修产业路 650 米，埋设污水管
网 6 公里，安装路灯 100 盏，修建
花坛 16 处，栽植绿化苗木 1 万多
株。房屋立面涂白 280 户 6 万平
方米，先后接受了全市、全县秦岭
山 水 乡 村 建 设 现 场 观 摩 ，王 塬 村
的山水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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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蔡 铭）冬日阳光
和煦，暖风微吹，山阳
县城关街道下河村村
道两旁的绿化树枝繁
叶茂，家家户户房前屋

后整理得井井有条，花圃上的蔬菜和绿树
相映成趣，一幅美丽乡村的田园生活画卷
跃然眼底。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自实施以来，城关街办依托
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八清一改”

和“两拆一提升”行动，持续扮靓乡村颜值，
不断擦亮乡村振兴底色，让乡村环境和群
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
幸福感逐步提升。

“以前村子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道路仅一辆板车勉强通
过。自从开展村庄百日清洁行动后，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下河村村民方先来说。

“过去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垃圾分类，
在我们村也推行开了。”看到村里头实施垃
圾分类，方先来积极响应，他还主动无偿让
出门前菜园地给村里修建水泥路，方便群

众出行。
为支持配合村里亮化美化工程，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行政审批局驻村工作队
还先后争取资金 20 多万元，打通了困扰村
民多年淤积不畅的水渠，并建起了活动广
场，添置了健身器材。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村干部意识到，
没有文明的乡风、淳朴的民风，再好的物质
基础也没用。

近年来，下河村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从“崇文尚德树新风”开始，逐一改变
群众的生活陋习，积极开展“好婆媳”“好

儿 媳 ”“ 五 好 文 明 家 庭 ”“ 十 星 级 文 明 户 ”
“五美庭院”等评选表彰活动，让人人都争
做文明人。

现在，村民们一有空闲就到村里健身锻
炼，美丽庭院建成后，成了群众文化休闲的
好去处。

“在村‘两委’的引导和方先来的示范带
动下，助人为乐、帮扶济困、邻里和睦在村子
里蔚然成风，乡村振兴朝气蓬勃。”下河村党
支部书记王涛说。

如今的城关街道下河村，不仅“外表
美”，更催开了美丽乡村“文明花”。

美 丽 乡 村 绽 放“文 明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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