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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国年

连日来，两当县鱼池乡上滩社火队，走村串户表演，向农户祝贺新
春。 本报通讯员 王开琮 摄

春节期间，游客在礼县博物馆展厅内参观秦早期文

物展品，感受礼县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悠久。

本报记者 薛小平 摄

本报记者 罗 艳

走进西和县长道镇宁家村，处处流
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笔直宽阔的观景
大道、极具特色的仰韶文化雕塑墙、庄
严肃穆的将军冢、历史深厚的宁家庄遗
址博物馆、热火朝天的扫帚加工厂、美
丽宽敞的村民文化广场……

美丽乡村新图景映入眼帘，一步一
景、景景动人，无处不彰显着“仰韶遗
址 福地宁家”的蓬勃发展活力。

宁家村党支部书记宁振地介绍说，
近年来，宁家村结合日常民生所需和艺
术展现，以扮靓乡村颜值为切入点，积
极采取因地制宜、就势造景的方式，在
闲置墙体、荒芜边角地等地方打造独具
特色的雕塑、绿化等精品小景，着力用
“微景观”“小造型”点亮美丽乡村。

2022年，西和县科学规划了长道镇
大柳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长廊，启动了5
个示范村建设，宁家村是起点村，也是
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东西部协作示
范村。

宁振地说，宁家村充分挖掘区位、
人文和产业优势，明确文旅康养村定位
进行提升建设，初步形成了“一线四
区、一业两园”的乡村旅游和产业发展
布局。“一线”为宁家村乡村旅游环
线，“四区”为党群服务区、文化体验
区、休闲健身区和生态游乐区；“一
业”为宁家庄笤帚加工产业，“两园”
为苹果矮砧密植园和农业采摘园。

与此同时，宁家村创新“党建+”模
式，推进党建+美丽乡村建设、富民产业
培育、人居环境提升、乡风文明建设和
农村社会治理“五个融合”，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让基层党建成为乡村振兴
的“红色引擎”。

依托宁家庄仰韶文化遗址，挖掘文
化资源，征集民间藏品，这里建成了宁
家庄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300余件。同
时，积极保护遗迹，讲好人文故事，并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充
分赋予仰韶文化元素，形成了仰韶文化
体验区，实现了乡村旅游有景观可看、
有故事可讲、有乡愁可忆。

乡村之美，美在山水，美在田园，
美在淳朴。

宁振地说，按照“把农村当公园建
设”的理念，宁家村积极推进绿化美化
和风貌革命工作，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
合治理和美丽田园、美丽民居、美丽庭
院建设，形成了以生态为底色、文化为
灵魂、有乡愁记忆的村庄风貌和“一步
一景”的人文和生态景观，为持续推进
乡村旅游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乡村振兴既有“外在”，又有“内
在”。

宁家庄还把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充
分融入基层治理工作，健全“党建引
领、网格管理”“乡风文明、积分赋
能”和“巧乡民事大家谈”等制度机
制，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和乡风
文明建设工作，乡村治理能力不断提
高，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的宁家村已成为“产业兴、乡
村美、文化活、治理好、群众富”的文
旅振兴示范村，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西和县长道镇宁家村党支部书记宁振地：

文旅融合 让古村落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刘国庆

彩车巡游、锣鼓喧天、金龙飞

舞……

2月20日，宕昌县举办“陇原儿

女心向党·龙腾鼓舞贺新春”社火

陪您过大年展演，为广大市民献上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盛宴。

中午时分，走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来

自理川古镇的社伙表演队员们踏着

鼓点，开着艳丽的彩车，身姿轻

盈、步调从容，脸上洋溢着喜悦之

情。伴随着欢快的鼓点，“长龙”

在身着鲜艳服装的舞龙队员的奋力

挥舞下，翻腾跳跃、威风凛凛。鼓

手和铜锣手敲锣打鼓，铿锵有力，

十几头大小“狮子”摇头晃脑，节

奏鲜明，活灵活现，把狮子的威武

演绎得淋漓尽致，醒狮憨态可掬的

形象萌化了在场观众的心，也让大

家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非遗社

火展演，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像社火一样，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生活顺顺利利。”理川镇舞狮队员
王师傅高兴地说。

铿锵的鼓点、翻腾的彩扇、舞
动的身姿、精致的彩车……将新春
的氛围拉满，在接地气的演出中，
浓烈的新春烟火气点燃无限希望。
观众叫好声、鼓掌声此起彼伏，或
拿出手机记录这精彩的瞬间，或抱
起孩子共享这欢乐时光，处处弥漫
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映衬出一派红
红火火的节日景象。

连日来，城关的扭秧歌、哈达
铺的红色演艺、理川的耍狮子、沙
湾的唱社火、两河口的踩高跷……
从正月初八开始，宕昌县结合当地
文化民俗特点，举办“社火陪您过
大年”春晚、“村BA”篮球赛，精
选乡镇、社区、政法、财税等系统
社火文艺代表队到县城进行文艺展
演、社火巡游，猜灯谜、放烟火、
图片展、书画展、“九台春”杯
“和美乡村·文明乡风”竞技运动
会、爱国主义影片展播、书画院过
年等20多项近百场春节文化活动好
戏连台，吸引城乡居民云集县城逛
庙会、看演出、吃美食、赏花灯，
大街小巷充满了浓浓的年味，极大
丰富了群众春节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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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海秀芳 尚敏贤

龙运当“投”，健康迎新春。2
月12日至2月17日，由文县临江镇政
府主办，东风新村“两委”承办的
“村BA”篮球友谊赛在东风村激情
开赛，燃爆龙年新春。

迎着冬日暖阳，篮球赛场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随着裁判员哨声
响起，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
上，球员们抢断、回防、投篮……
双方球员斗志昂扬、你攻我防、火
力全开，紧张刺激的比赛“点燃”
全场，扣人心弦的赛事吸引了各村
群众齐聚球场，现场加油声、呐喊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展现了球
员的强劲实力和临江人民积极进
取、奋发有为、团结拼搏的精神
风貌。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镇13个村的
11支代表队、110名运动员参加，经

过6天18场的角逐，临江村代表队夺
得冠军。

“这次‘村BA’为全镇各村村
民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的平台，丰富了村民
的春节文化生活，增添了节日的喜
庆氛围，助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临江镇临江村党支部书记邱
龙文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春节，临
江镇各村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
色的活动。蒋家湾村、东风村、月
亮坝村、临江村、蒋冯村、巩固村
共同举办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
舞蹈、歌唱、乐器演奏……演出现
场丰富多彩、鞭炮齐鸣、热闹
非凡。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
激发了临江镇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
动的积极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

文县临江镇：

“村BA”激活乡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张 埥
通讯员 张旭辉 李 昱

青砖黛瓦、依山傍水，这里便是西和县
城西的姜席镇姜窑村。在它面前就是西和后
花园、国家4A级景区、乞巧民俗重要发祥地
之一的晚霞湖畔。

姜窑村全村辖2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
180户821人。因其毗邻晚霞湖的独特地理位
置，姜窑村围绕“陇上水乡·乞巧福地”主
题，依托山水相依资源禀赋，秉持文旅融合
发展理念，树牢“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
乡村建设思路，聚焦“村庄美”，着力打造
文旅康养示范村，以文旅产业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共同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新亮
点”，走出一条美丽乡村“奋进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了秦人遗风、
男耕女织、汉唐风韵浮雕文化墙工程，布设
20余处网红打卡点和观景小节点。因地制宜
扶持10余家农家乐提档升级，规范布设小吃
经营摊点、文旅小超市130余家。仅2023年
民间乞巧活动期间，吸纳游客41万余人，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过千万元。
依托文旅康养产业吸纳就业和乡村建设

项目有效拓岗促增收，吸纳带动周边2000余
名劳动力就近务工增收。依托多元渠道多管
齐下促增收，种好劳务输转“铁杆庄稼”，
通过生产经营、合作社和就业工厂务工、公
益性岗位安置等多种方式，促进群众持续稳
定增收。2023年，环湖6村文旅康养圈农民
人均收入突破1.8万元。

因地制宜，因“域”施策，把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嵌”入文旅康养产业增收链条，
为环湖项目建设单位、农家乐等提供劳务服
务，依托停车场等集体资产壮大村级积累，
组建游船等游乐设施运营企业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入，不断拓宽村集体发展路子。2023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15.7万元。

村庄美、产业兴，乡村振兴的人气也就
聚起来了。而民风新、乡风美，让乡村振兴
的底气更足。

姜窑村聚焦“治理好”，坚持以陇南民
事直说“1234”工作法为抓手，探索出“门
常开、事常办、人常在”“冷脸变笑脸、上

访变下访、被动变主动”“及时发现、及时
干预、及时处置”“最美家庭、好公婆和好
儿媳评选”“关注特困人员、留守老人及妇
女儿童、特殊群体”的“五个三”社会治理
模式，并在实践中形成的“四会”宣讲（茶
炕会、庭院会、板凳会、广场会）和社会
治安“日巡夜查”、“红袖圈”巡逻队等做
法，有效促进了镇村综治机构实体化、矛
盾排查发现常态化纠纷调处化解实时化、
农村社会治理多元化、村级事务服务人
文化。

与此同时，姜窑村还积极培育文明乡
风，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建强
志愿服务队伍，深化移风易俗，遏制陈规
陋习，倡树文明新风，引领社会风尚，大
力开展以“结对子、护身子、扫屋子、洗
被子、换褥子、刮胡子、送饺子、包粽
子、管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群体关爱
服务行动。

如今，踏入姜窑村，时时都能感受到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的喜悦与幸福。晚霞湖畔，
处处焕发着和美乡村的生机与活力。

西和县姜窑村：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月17日，武都区汉王镇宗家堡村社火队在陈李家村表演，为村民送去
“民俗大餐”。  本报通讯员 蒋小花 摄

【基层党组织书记访谈】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我们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科学谋划新起点上改革工作，精准发力、
协同发力、持续发力，为新征程开局起步
提供了动力活力。推动党的二十大部署改
革任务贯彻落实，研究通过一批重要改革
文件，集中力量解决高质量发展急需、群
众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组织实施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
化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机构职责配置，
中央层面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加强对重点
改革任务的协调推动、督促落实，推动改
革落地见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
份，主要任务是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要坚持用改革开
放这个关键一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对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继续抓好有利
于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保障
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的改革举措，集中解
决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要科学谋划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
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明确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
方向、推进方式，突出改革问题导向，
突出各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改革举措要有
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去，
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要充分调动各方
面改革积极性，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举
全党全国之力抓好重大改革任务推进和
落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及
时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形成
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
改革氛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

孙理平充满信心地说：“以我们目前
培育的300万株反季节芹菜苗为例，只需输
入相应数据，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为
它们创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和提供所需
的养分。”开春后，他们精心培育的这批
苗株将会被移植至大田中，预计将收获约
300万公斤的优质芹菜。届时，这些芹菜将
抢先上市，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既需要科技
支撑，也离不开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一批
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在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
沃土上，精心播撒着现代农业的希望之种。

2014年，长期在浙江打拼的李树红回
到老家陇南市武都区。当时，正值南方电
商如火如荼地兴起，众多农特产品纷纷涌
入网络销售。但陇南众多的优质土特产如
油橄榄、花椒、茶叶、蜂蜜却藏在深山无

人知。经过市场调研，他成立了陇南陇乡
源土特产开发有限公司，希望通过“线上+
线下”的销售渠道，将当地土特产推向更
广阔的市场。

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将他“扶上
马、送一程”。陇南市抢抓“互联网+”机
遇，全力推进农村网店建设，构建起网货
供应、网络销售、物流配送的电商体系，
为像李树红一样的电商新农人提供便利。

经过9年多的奋斗，李树红的公司已经
成为集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电商为
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23年，营业
额突破4800万元。

陇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邱晓旭认为，
“新农人+新科技”的“双向奔赴”使务农
更加省心省力。接下来，当地还将支持新
农人，开展科技创新攻关和技术服务，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科 技“ 上 新 ”务 农 省 心

西和讯（通讯员鱼勇）2月19日，在西
和县人力资源市场，438名务工人员乘坐9辆
“就业直通车”，赴浙江省杭州、宁波、台州，
北京、天津等地返岗复工。

自2024年“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暨东
西部劳务协作专项服务活动”开展以来，西
和县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稳
就业保就业各项决策部署，全力做好春节前

后农民工返乡返岗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主动
和省内外用工企业开展对接，加大对有意愿
外出务工人员的摸排力度，精准收集务工人
员出行时间和务工地点等信息，开展线下线
上招聘活动，采取免费包车的方式，持续加
大“点对点”劳务输转力度，已向浙江、北京、
天津等地输转劳动力600余人，为全年劳务
输转起好步、开好局。

西和县438名务工人员返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