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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走进镇安县木王
镇，一栋栋农家楼房红瓦白墙美
丽多彩，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
一项项产业生机盎然……村庄
美 、产 业 强 、村 民 富 、乡 风 好 的
乡村振兴美好画卷正跃然纸上、
次第铺展。

近 年 来 ，木 王 镇 以 建 设 康
养 幸 福 木 王 为 目 标 ，围 绕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努
力 实 现 农 业 高 质 高 效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农 民 富 裕 富 足 目 标 。
去 年 以 来 ，木 王 镇 先 后 获 评 陕
西 省 首 批 特 色 气 候 小 镇（氧
吧）、耕 地 保 护 先 进 单 位 、护 林
联防工作先进集体。

“三治”融合 劲吹文明新风

“ 我 们 在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过
程 中 ，坚 持 自 治 为 基 、法 治 为
本、德治为范的思路，扎实念好
乡 村 治 理‘ 三 治 ’经 ，打 造 了 一
份‘三治’融合共建的新样本。”
11 月 13 日，木王镇党委书记朱
栋说。

木王镇严格实行重大事项
决 策“ 四 议 两 公 开 ”工 作 法 ，成
立 了 村 民 代 表 说 事 会 、环 境 卫
生 治 理 协 会 等 5 个 协 会 ，形 成
了“大家事大家办，好事坏事大
家说”的自治局面。以前，木王
镇集镇沿街路面硬化问题一直
未 能 解 决 ，一 度 成 为 集 镇 治 理
的“ 老 大 难 ”。 今 年 1 月 ，木 王
镇充分发挥环境卫生治理协会
和 坪 胜 村 街 路 长 的 力 量 ，打 民
情 和 谐 牌 ，很 快 统 一 了 100 多
户 村 民 的 意 见 ，争 取 项 目 资 金
1400 多万元，实施了集镇迎宾
路雨污分流一、二期项目，完成
道 路“ 白 改 黑”3 公 里 ，整 治 河 道 2 公 里 ，改 造 雨 污 管
网 600 多米，线缆落地 800 米，整治提升集镇垃圾场
1 座 ，维 修 提 升 人 行 步 道 240 米 ，群 众 居 住 环 境 得 到
了彻底改善。

木王镇注重将法治融入乡村治理中，不断加大法
治宣传力度，建设法治宣传长廊，定期邀请市县法律
工 作 者 到 镇 里 开 展 法 律 讲 座 ，让 法 律 法 规 在 村 民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成 立 由 德 高 望 重 的 老 干 部 、老 教 师
等“五老”和村民小组长、联村民警组成的“金点子”
调 解 协 会 ，做 到“ 矛 盾 不 过 夜 ，纠 纷 不 出 村 ”。 2023
年 ，木 王 镇 被 商 洛 市 委 平 安 商 洛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授 予

“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镇”称号。
镇 上 定 期 举 办“ 传 家 训 、立 家 规 、扬 家 风 ”和“ 学

雷锋”道德讲堂等；成立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
协商共议，评选“文明家庭”“卫生之家”等先进典型，
结 合 道 德 文 明“ 红 黑 榜 ”，定 期 对 好 人 好 事 、孝 老 爱
亲、不文明行为等进行张榜公示，以道德评选和社会
舆 论 的 力 量 革 除 陋 习 ，改 进 民 风 。 木 王 镇 九 年 一 贯
制 小 学 14 岁 的 学 生 田 瑾 瑄 ，5 年 前 父 亲 因 在 外 地 矿
山打工不慎砸断双腿，母亲见此情景离家而去，留下
她 和 父 亲 相 依 为 命 。 年 幼 的 田 瑾 瑄 懂 事 孝 顺 、自 强
不 息 ，一 方 面 勤 奋 上 学 ，一 方 面 精 心 照 料 病 残 的 父
亲，她的事迹在当地被乡亲们传为佳话，今年 4 月，被
商洛市评为“新时代好少年”。

产业发展 仓廪更殷实

“木王镇坚持党建引领‘四变转型、五好培强’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抓手，全面盘活资产资源，探索实
施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社合作等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全镇 8 个村集体经济稳定增长。预计今年底，村
集体经济 50 万元以上村 1 个、20 万元以上村 4 个，其
余 3 个村达到 10 万元以上。”木王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周扬说。

木 王 镇 坚 持 项 目 为 王 、招 商 为 要 理 念 ，去 年 以
来，实施项目 15 个，累计争引各类资金 4.3 亿元。申
报 2024 年巩固衔接项目 78 个，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3
个 ，米 粮 寺 农 旅 渔 融 合 生 态 产 业 园 二 期 、三 期 项 目
工 程 建 设 竣 工 投 入 运 营 ，并 列 入 商 洛 市 中 国 康 养 之
都 标 杆 项 目 ；平 安 村 黄 精 基 地 、坪 胜 村 魔 芋 基 地 、桂
林村苦荞基地等 5 个产业项目效益发挥明显。全镇
发 展 魔 芋 11000 亩 、中 药 材 4500 亩 、蚕 桑 2000 亩 、
茶 叶 1200 亩 、烤 烟 850 亩 ，板 栗 核 桃 建 园 面 积 达 到
6.9 万亩。通过建基地、扩规模、提品质，努力构建绿
色、生态、高效的产业体系，“一村一品”产业格局逐
步 形 成 ，让 绿 水 青 山 好“ 颜 值 ”逐 渐 转 化 为 利 民 富 民
好“价值”。

环境优美 宜业更宜居

木王镇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建立了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原
来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赵玉平，2018 年易地搬迁到
木 王 集 镇 坪 胜 村 所 在 地 的 搬 迁 点 上 居 住 ，他 养 成 了
垃 圾 分 类 的 好 习 惯 。“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不 仅 能 保 护 环
境 ，还 方 便 环 卫 工 人 进 行 垃 圾 收 集 、运 输 ，一 举 两
得。”赵玉平说。

绿草茵茵，铺着红砖的步道干净齐整，两旁排列
着健身器材，整洁的乡村公厕就在远处……“以前人
们 到 公 园 休 闲 、锻 炼 ，如 厕 难 的 问 题 一 直 得 不 到 解
决 ，现 在 有 了 公 厕 ，既 方 便 了 村 民 ，公 园 又 上 了 档
次 。”在 米 粮 寺 村 的 口 袋 公 园 ，群 众 对 村 上 新 建 成 的
公 厕 称 赞 不 已 。 木 王 镇 持 续 推 进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
截 至 目 前 ，全 镇 新 建 成 公 厕 8 座 ，721 户 农 家 全 部 完
成了厕所改造提升。

“ 木 王 镇 各 村 的 环 境 变 化 ，得 益 于 和 美 乡 村 建
设。刚开始时，全镇也有许多村民持观望态度，认为
和美乡村只不过是种种花栽栽草，都是花架子，瞎花
钱 。”木 王 镇 党 委 书 记 朱 栋 说 ，面 对 少 数 群 众 的 不 理
解，镇村携手及时统一干群意见，尽心尽力把好事办
实 。 各 村 从 拓 宽 、硬 化 村 组 道 路 干 起 ，清 淤 渠 道 、整
修河堤、拆除违建、清运垃圾、圈厕改造，使村庄美起
来。截至目前，已在全镇 8 个村的村口、路口、群众聚
居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打造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示范点
30 多处，新建便民小广场 2 个、花墙 1500 米，发动群
众硬化入户路面积 6500 平方米，拆除旧厕所、乱建棚
舍 32 处，整治院落 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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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在基层
实践中，挖掘身边典型，培育文明乡风，可以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王启文能主动放弃个人利益，为邻里
安危着想，为村里着想，我们也有义务看护
好家门口的通组路。”这是记者采访时，正在
梨园村通组路上免费打扫卫生的群众随口
说的话。身边典型润物细无声，在群众中产
生共鸣，让梨园村村民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
增强责任感和归属感，将村规民约从墙上走
进村民心坎上，共同营造和谐稳定、文明有
序的乡村社会环境。

在培育文明乡风的过程中，梨园村注重
村规民约建设，善于发现和宣传身边的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迹，如王启文、杨世文等乡村
道德模范等。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激
发村民向上向善的热情和动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中，我们要充分挖掘典型很多，可以
是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的道德模
范，他们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的文明
之路；也可以是剪纸、刺绣、民间舞蹈等文化
传承者，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致力于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乡村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机；还可以是致富带头人，他们凭
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
路，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这些，都能
激励村民向身边榜样学习、看齐，从而增强
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良好社会风
尚，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挖掘身边典型，培育文明乡风，是构建
和谐乡村的生动实践。需要基层善于挖掘、
发挥身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明乡风
在乡村大地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挖掘身边典型 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立足对口协作
地区的资源禀赋，探索创新协作机制，坚持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思路，积极引入科技
资源，建立示范园区，打通产销链条，推动
洛南特色产业发展，帮助更多群众实现致
富增收。

洛南县是西瓜的适种区，但当地种植
的西瓜因品种、种植水平等问题，品质低、
口感差，导致市场销售不畅。横溪西瓜作
为江宁区特产，因其口感好、水分足、甜度
高远近闻名。两地以西瓜产业为切入口，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力量，因地制宜、精选品
种、科学培育，2020 年首次实现横溪西瓜
新品种在洛南落地生根。目前，横溪西瓜
在洛南的种植面积已发展至千余亩，产值
达 2000 万元以上，并实现向周边区县的辐
射带动。探索试点科技赋能庭院经济项
目，落实订单种植江宁贝贝南瓜百余亩，帮
助当地 90 多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 6000 元
左右。同时，利用洛南夏季凉爽湿润的气
候优势，积极开展草莓跨地种苗繁育技术
成果转化，建设高海拔冷凉地区草莓苗繁
育基地，为南京市场提供优质草莓苗，实现
规模化跨地繁育。

为真正把洛南瓜果蔬菜培育成特色产
业，推向大市场，江宁区在横溪西瓜试种成
功的基础上，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以苏陕协作引进高品质农
产品为主，种植、采摘、销售于一体的综合
农业产业示范园。通过示范引领，加速新
品种推广运用和产业化开发，“以点带面”
带动更多群众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来实
现增收致富。目前，已累计投入苏陕协作
资金 620 万元，带动周边 200 多名群众就近
务工就业，人均增收 1 万元。

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小买卖”做成
“大产业”，让农业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支撑。江宁区整合农产品资源，建
立洛南县苏陕协作农产品供销基地，构建
起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支持洛南“洛味
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开展多种形
式的“展示+推介”活动，组织参展江苏各类
供销年货大集、农业嘉年华等农产品展示
展销活动。同时，连续两年在洛南举办“苏
陕美食节”“苏陕协作西瓜节”等重大节会，
持续疏通“陕货入苏”渠道，扩大影响力和
知名度。近 3 年来，通过苏陕协作购买和帮
助销售洛南农特产品超过 3.9 亿元。

近年来，江宁区以“横溪西瓜”带动示
范，先后引进培育发展了贝贝南瓜、番茄、
草莓等 10 多个高附加值新品种。未来，两
地将继续强化科技协作，立足双方优势，通

过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走出一条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广的农业产业发展新路子，带动
一批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致富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洛南“土特产”走向广阔市场
本报通讯员 李生巍

11 月 12 日，行走在柞水县乾佑街道梨
园村，道路两旁带有柞水渔鼓元素的太阳
能路灯别具一格，引人注目；干净整洁农户
院里，就地取材用鹅卵石垒砌的花墙简约
自然，漂亮大气；梨园村党群服务中心前，
寓意携手共筑梨园村和谐文明的村规民约
雕塑设计精致，格外醒目。

“你们看，正在清扫道路的那位老人叫
辛长水，今年 60 多岁了，一有空他就组织
邻里自发免费打扫道路。”循着梨园村党支
部书记张烈国的手指方向，记者看到，通组
路上，三五群众，一边清扫路边树叶，一边
有说有笑。“爱国爱党爱家乡，邻里和睦不
红脸，婆媳互敬讲礼仪……”张烈国大声朗
读完简短明了的村规民约后，告诉记者：

“我们的村规民约不仅仅是刻写在这墙上，
张贴在每位群众的院子里，更是走进了每
位百姓的心里。”

““八米河八米河””成为一段佳话成为一段佳话

古有安徽六尺巷典故，邻里间相互礼
让、彰显文明风尚的典范，传颂至今。而在
梨园村，前不久一个普通村民的“八米河”
故事，传承文明乡风，成为当地百姓广为流
传的佳话，也彰显着新时代基层群众的新
智慧、新眼界。

梨园村四组杨木沟原有河道仅 3 米宽，
河水落差大，雨季来临时，河水肆意奔腾，
极易引发水毁灾害，威胁沿岸村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今年，村上争取河堤建设项目
想拓宽河道，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占
地和砍树。这对于祖祖辈辈依赖土地为生
的村民来说，无疑很难抉择。土地是他们
的衣食父母，树木是他们多年辛勤培育的
财富，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都承载着他
们的情感和希望。村干部合计之后，想着
资金有限，也无法补助群众损失，就考虑只
将原有的 3 米宽河道的河堤进行加固。

梨园村 59 岁村民王启文家远离河道，
修建河道本和他没有利益关系，但在西安
务工的他得知村上要修建河堤，特意赶回
来 ，和 组 长 袁 正 堂 商 量 解 决 河 堤 拓 宽 的
事。“1987 年，大水将我们家的土地、下游的
十几户群众房屋都冲坏了，3 米宽的河道怎
么能解决水患问题？”“这事村上和组上也
考虑过，但是考虑到赔偿群众损失，没有对
应资金啊。”“杨木沟 400 多米长的河道边，
我家地最多，我带头让村上免费占地砍树，
让出河道宽度，看看大家意见。”

村小组会上，王启文慷慨说出想法后，
村里其他 10 户群众纷纷效仿。就这样，原
本狭窄的 3 米河道逐渐拓宽，最终变成了现
在 8 米宽，河堤建设期间，王启文和村民还

自发组建监督队，每天对施工把关。望着
宽阔的河道和新修的坚固河堤，袁正堂感
慨说：“王启文在用实际行动，履行村规民
约上说的‘村兴我富、村美我荣’的观念，做
品德高尚的好村民，附近村民逢人便说，都
为他竖大拇指。”

“八米河”里，流淌的不仅仅是清澈的
河水，更是村民们敢于舍得、为他人着想的
深厚情谊，见证的不仅仅是河道的变迁，更
是文明乡风在梨园村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的生动诠释。

邻里情展现好乡风邻里情展现好乡风

11 月 1 日，本是平凡的一天，但对于梨
园村二组 70 多岁的王丙秀老人来说，却是
惊心动魄的一天。王丙秀高血压突然发作
昏迷，情况十分严重。而此时，她的几个孩
子都远在外地务工。

正当王丙秀生命安危的紧要关头，51岁
的邻居杨世文成为老人一家的希望之光。

杨世文发现老人犯病后，没有丝毫犹
豫，他第一时间呼叫救援，拨打了 120 急救
电话。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他不断安
抚着老人，并联系同村村民赶来帮忙。在
大家齐心帮助下，王丙秀老人被顺利送上
了救护车。

然而，杨世文的善举并未就此停止。
看着老人独自在医院，而她的儿女一时无
法赶到，杨世文主动承担起了在医院照看
老人的重担。在医院的那几个小时里，杨
世 文 如 同 老 人 的 至 亲 一 般 ，细 心 地 照 料
着。他时刻关注着老人的病情变化，跑前
跑后地为老人取药、打水，还时不时地与老
人交谈，让老人在病痛和孤独中感受到温
暖。直到老人儿女赶回来，杨世文才拖着
疲惫的身躯回家。

“村规民约上要求我们邻里和睦不红
脸，我们不仅不红脸，还亲如一家。”杨世文
说，他和王丙秀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但只因
心中一直铭记着一份恩情，他永远都不会
忘记，无论如何都要去帮助她。当初，杨世
文父亲下葬时，王丙秀一家慷慨地免费为
自己的老父亲提供了一块地，这份恩情在
杨世文看来重如泰山。

其实，在梨园村，邻里互助的故事每天
都在上演。10 月 31 日，梨园村三组的河道
内发现一个走失老人，村民发现后立即联
系村委会，为老人提供帮助。梨园村无论
是婚丧嫁娶，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困难，
大家总是相互扶持。这种邻里之间的深情
厚谊，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如同春风化
雨，滋润着每一个村民的心田，引领着大家
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小约定带来大变化小约定带来大变化

近年来，梨园村悄然发生着一场意义
非凡的变革，村上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为这
个传统村落带来了全新的风尚。

梨园村监委会主任方有涛介绍，以往，
村里的婚丧嫁娶需要大操大办，既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滋
生了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如今，村委会
勇挑重担，承担起主持这些大小事务的责
任。梨园村党支部书记张烈国以身作则，
担任总管之职，如同航船有了经验丰富的
掌舵人，他统筹全局，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
有序推进，将简办的理念贯穿始终。村党
支部副书记谢关有作为支客，热情周到地
接待各方来客，在传递温暖的同时，也向大
家宣传新的办事风格。而方有涛和一些后
备干部负责礼房，他们认真记录每一份人
情往来，让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红白理事会倡导简办，并非对传统仪

式的亵渎，而是一种去粗取精的升华。在
梨园村婚礼上，不再是铺张的流水席和奢
华的婚庆布置，简洁而温馨的现场，重点突
出新人的幸福时刻，但传统婚礼中的精华
部分仍得以保留，如敬茶等环节，传承孝道
文化。而在丧事中，也摒弃了烦琐冗长且
浪费的旧俗，村民们怀着对逝者的敬重，以
更加庄重、简洁的方式送逝者最后一程，让
葬礼回归到对生命的缅怀本身。

“优美的环境与村规民约相互交融，
展现出新时代乡村的迷人风貌。移风易
俗不仅减轻了村民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
是重塑了村民的价值观。”张烈国说，村里
孩子们在新的氛围中成长，不会被盲目攀
比所影响，懂得了简约和真诚的可贵；年
轻人也积极响应，他们不再为了所谓的面
子 而 打 肿 脸 充 胖 子 ；老 人 们 看 到 新 的 变
化，也从心底里认可这种方式，觉得村庄
更加和谐、温暖。在梨园村，一个个温情
的故事不断在这里演绎，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的内生动力。

村规民约从墙上走进群众心里
本报记者 马泽平

焕然一新的梨园村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广场焕然一新的梨园村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广场

村民自发打扫道路村民自发打扫道路，，营造良好环境营造良好环境。。

引进的贝贝南瓜新品种喜获丰收引进的贝贝南瓜新品种喜获丰收（（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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