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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树高千丈不忘根，人若辉煌莫忘恩，为人说
话要中肯，为人做事讲诚信……”10 月 11 日，镇
安县高峰镇渔坪村重阳节主题活动现场格外热
闹，村上“五老乡贤”理事会秘书长刘家学《孝老
爱亲传美德》《议事协商制度好》快板说唱赢得现
场群众热烈的掌声。

今年以来，高峰镇深入实施“三学四提五争
当”乡风文明提升行动，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五老乡贤”等各方力量，采用奖励激励的
办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
村优秀文化、推动移风易俗、提振村民精气神，
以“多元共治”培育文明乡风，激发乡村振兴新
活力。

高峰镇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
馆、党史馆等思想文化宣传阵地所，围绕传统文
化 、德 孝 文 化 、移 风 易 俗 等 主 题 开 设“ 文 明 讲
堂”，组织道德模范代表讲述先贤事迹和优秀家
风家训故事，传播“德育”文化，培育崇德向善民
风。全镇举办“乡音课堂”8 期，受众群众 2000
余人；开展院落会 80 余场次，党员干部直接参与
两费代缴、惠农政策宣讲、环境整治、普法宣讲等

民生实事 500 余人次。
高峰镇坚持打造“书香高峰”文化品牌，修建

完善文化广场设施，打造“孝老敬亲”、公益宣传
播放室、乡风文明主题公园、村史馆等基础设施，
组建由“五老乡贤”、民间艺人、网红达人组成的
高峰文化宣传民间文艺队伍，自编自排快板、舞
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利用传统节庆日丰富
乡风文明活动，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自觉弘
扬新风正气。今年以来，“书香高峰·咏兰读书”
活动吸引 500 余人参与，发放各类图书 1000 余
份，县剧团演出鱼鼓、传统乐器演奏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节目 3 次。

为了优化服务暖民心，高峰镇培育各类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 85 人，以“党员领三事”“五个到一
线”等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全镇以“立刻办、上门办、线上办、跟踪
办”的“四办”工作要求，为民办实事超 4000 件
次，信访案件下降 18 个百分点。制定年度志愿
服务计划，组建 13 支 320 余人参与的志愿服务
队伍，按照“集中组织、自主开展”和“点单、派
单”相结合的模式，围绕乡村“一老一小”、特殊

人群所需所求，将政策宣讲、技术指导、便民服务
等志愿服务融合进“送法下乡”“节日慰问”“困
难救助”等活动，带动广大群众做乡风文明建设
的参与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高峰镇按照《道德模范评选办法》，推行“有
违即淘汰”制，遵循求是原则，评树先进道德典
型，评选群众心悦诚服的见义勇为、孝老爱亲先
进典型 25 人，评选身残志坚、和谐邻里、优秀青
少年、“好媳妇、好公婆”、五美家庭 87 人（户），营
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浓厚氛围。

“今年的积分可以兑换牙膏、洗衣粉、盆子等
好多生活用品。”近日，渔坪村的“道德银行”管
理员罗娅一边给群众讲解政策，一边核销积分。
每到年底，她就特别忙。渔坪村引入银行管理理
念，实施“道德银行”积分制，将村民参与“社会
治安、民风民俗、环境整治、矛盾调处”的情况进
行量化赋分，通过“实事办理—申报—评比—公
示—审定—兑现”六个程序，形成了以“德治”促

“自治、法治”的治理模式，使美德善举转变为可
以兑换的“真金白银”，推动社会综合治理走深走
实，落实落细。

高峰镇：“多元共治”培育文明乡风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田 浩

深秋时节，走进山阳县西照川镇，整齐划一的农家小院
掩映在绿树红花中，干净平坦的硬化道路穿镇而过，文化广
场上村民们悠闲小憩……一幅村美、人和、宜居的和美乡村
画卷跃然眼前。

近年来，西照川镇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面貌从外到内、由表及里
的新飞跃，着力打造村庄美、产业兴、乡风和的“魅力照川”
新形象。

环境整治提高“颜值”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西照川镇
坚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村庄建设的重要依据，采用
镇、村、组三级联动形式，对镇机关、镇属单位和12个行政村

（社区）环境整治情况进行常态化督查曝光，常态化开展“流
动红黄旗”人居环境考评，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全面推
进的综合示范效应，村庄风貌焕然一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

“以前一下雨，门口道路全是积水淤泥，进出很不方
便。现在修了排水渠，水泥路硬化到了家门口，出行方便多
了。”说起村里近几年的变化，西川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新文心
里乐开了花，“通过和美镇区建设，街道‘白改黑’，路灯换新
84 盏，道路两旁种了好多花，村里还修了健身小广场，村庄
也变得整洁漂亮了。”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西照川镇坚持集中整治
与长效管理相辅相成、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在“细”上下功
夫，在“美”上做文章，在“靓”上出效果，用不断提升的“颜值”
助力打造和谐村（社区），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截至目前，全镇已组织群众集中开展清理行动30多次，
参与群众达到 1800多人。通过清理河道、农村道路沿线各
类垃圾，拆除废旧厕所、乱建棚舍，整治院落，签订“门前三
包”协议，全镇面貌焕然一新。

“接下来，我们将紧抓重点，压实责任，确保环境卫生整
治走深走实，为推动乡村振兴提‘颜’增‘质’。”西照川镇党委
书记张永锋表示。

产业带动提升“气质”

和美乡村，不仅村庄颜值要“靓”，村民口袋更要“鼓”。走进西照川镇碾子坪村，在一眼
望不到头的藤蔓上，一颗颗饱满金黄的瓜蒌果实在阳光下呈现出一派丰饶景象。

“这是我们致富的小金瓜，你别看它外形不咋样，但浑身是宝。瓜蒌皮、瓜蒌籽、瓜蒌
苗、瓜蒌根都能卖钱，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瓜蒌子。”正在晾晒瓜蒌籽的 72岁村民梁
永祥充满喜悦地说。

西照川镇地处山阳县东南部，距县城 110 公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发展缓慢，缺乏
主导产业支撑，农民收入以劳务输出、传统种植为主，产业薄弱成为直接影响当地村民致
富的“瓶颈”。

西照川镇党委、政府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在 2022 年成功引进外省农业企业到镇投
资，试种瓜蒌 300亩，并在本地注册成立山阳县辰鑫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当年青瓜
蒌收获 90 多吨，已收成黄瓜蒌籽 1.5 万多公斤，直接带动当地 120 多户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该镇探索出“主体经营+土地入股+农户托管+企村分红”的联农带农新机制，持续推进
产业化、绿色化、品牌化、景区化“四化”建设，并与安徽省潜山市天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协议，引进投资4500万元的瓜蒌育苗、种植、管理、加工、产销等全产业链项目。

随着瓜蒌产业的发展，该镇计划建成瓜篓种植基地 2000 亩，改造建设瓜篓加工厂
1800 平方米，并规划到 2025年建成集“种苗培育、基地种植、生产加工、产品研发、电商销
售、农旅观光”于一体的瓜蒌产业园，通过农旅深度融合，让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让乡
村振兴的“面子更美，里子更实”。

移风易俗绘就和美底色

风景美如画，文明踏歌来。近日，西照川镇郑家庄村村民阮英香来到村上的道德超市，
用自己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我们村注重巩固移风易俗的成果，不仅实施积分兑换让村民在精神上得到鼓励和支
持，更在移风易俗上实行红白喜事简办‘双六条’，引导村民更加注重情感交流而非物质形
式，形成新的、积极向上的观念。”郑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索凡说。

为持续夯实移风易俗责任、打造移风易俗阵地、提升移风易俗成效，西照川镇坚持“三
个三”工作法，建立“三个机制”，暨领导责任机制、督导考核机制、群众自治机制；打造“三个
平台”，暨宣传平台、典型平台、志愿平台；注重“三个结合”，暨与党员干部示范相结合、与道
德超市积分兑换相结合、与文明实践活动相结合。

郑家庄村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坚持用党建引领织密“红色网格”，形成“支部发
动、组织带动、群众主动”的志愿服务格局，持续创新完善“党建+志愿服务”机制，畅通志愿
服务渠道，搭建志愿服务平台，提升村（社区）治理效能。

目前，郑家庄村将 5个居民小组 249户 799人牢牢镶嵌在网格上，收集社情民意，化解
矛盾纠纷，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惠民政策理论宣讲，评选“好公婆”“好媳妇”

“文明实践先进个人”等道德模范，以文明实践引领向善向美、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郑家庄村的文明实践是西照川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西照川镇以移风

易俗为抓手，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着力完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利用志愿宣传、
积分超市奖励、美丽庭院评比等形式，不断推动农村从“环境美”向“生活美”转变，从“外在
美”向“内涵美”进发，实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化活动多姿多彩、文明乡风吹遍田野、群众
生活幸福和乐，和美乡村建设的步伐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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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珍珍）10 月 29 日，在洛
南县石门镇石门街社区中药材加工厂，20 多名群
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加工桔梗和苦参。

近期，正是商洛道地药材桔梗成熟的时节，加
工厂里堆满了刚刚收购的桔梗和苦参。两名群众
坐在如小山一样的药材堆中对桔梗进行分拣，个
头大的由另一边十来个村民进行人工刮皮，个头
小的直接送进机器中切片。两台机器轰隆隆地响
着，进行鲜桔梗切片和烘干。

“早上 7 点把娃一送就来了，药材深加工能
挣钱，我来打工还能增加收入，挺好的。”正在给
切片机上料的村民刘连生笑着告诉记者，今年
64 岁的他是黄龙人，孙子在镇上上学，他除了接

送娃也没事可干，自从加工厂开始运营以来，他
就在此务工。

据石门街社区党支部书记蔺高峰介绍，社
区中药材加工厂今年 6 月份建成，目前已投入
使用，主要加工桔梗和苦参两种药材。因过去
社区缺乏主导产业，尤其是集体经济积累比较
薄弱，社区“两委”和镇上领导商量研究了以后，
争取了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项目资金，利用社
区区位优势，采用土地资产入股的方式，吸引了
两个股东投资 400 万元，建成了中药材加工厂，
一来增加社区集体经济收入，二来带动社区脱
贫户增收。

“当时是考虑到咱本地中药材地理条件比较

成熟，苦参和桔梗都是商洛传统中药材，药草中有
效成分含量比较高，很受市场欢迎，通过药材加
工，其附加值能增加 20%左右。在建厂之前已经
和成都、云南、东北等地的药厂联系了销售订单，
销路不成问题。”蔺高峰说。

据了解，加工厂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建
成苦参加工生产线一条、储存量 400 多吨的冷库
一个，购进了桔梗切片设备；目前储存苦参 90 多
吨、桔梗 80 多吨，机器正常运转的话每天加工鲜
苦参 10 吨，通过切片、烘干和分级后直接销售到
药厂。桔梗个儿大的刮皮晾干后直接销售，一公
斤市场价 45 元，小的切片后，直接销售到药厂。
今年年底预计加工苦参 200吨、桔梗 300吨。

石门街社区建成中药材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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