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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蝶变如画卷
——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全力打造美丽宜居文明乡村

记者 孙艳艳 李勇锐 通讯员 白利民 张敏

处理垃圾 美化环境1
“按照镇上百日清洁活动安排，我们今天

开始对党群服务中心周边和村巷道环境卫生
进行彻底清理……”一大早，京兆村党支部书
记韩文录就组织村“两委”干部、党员、保洁员
和群众志愿者进行村庄清洁工作。

“原来我们村上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
就泥泞不堪，现在道路全部硬化了，路边也
进行了绿化，还装上了路灯，而且家家户户
的厕所也进行了改建，村里的环境焕然一
新。”谈起村里的变化，京兆村村民吴宝亮
高兴地说。

京兆村是交口河镇党建及各项工作的
先进村，2018年被评为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
村。依托这一优势，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
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在村上率先成立了洛
川县交口河镇“垃圾分类资源优化利用处理
站”，采取“户分类、村收集、公司转运、镇处
理”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群众门前设立

“绿”“黄”垃圾桶，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做到生
活垃圾日产日清，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据洛川县明生保洁公司总经理王明生
介绍，垃圾处理站对收集的垃圾会进行二

次分类，金属、纸箱等可在回收垃圾分拣后
送往废品收购站；树叶、瓜果皮、厨余垃圾
等可腐蚀垃圾通过粉碎、压榨、除臭、发酵
24小时后制成有机肥，每天可处理湿垃圾
1吨；对于不可腐蚀垃圾，如旧衣服、塑料
制品，可通过低温磁化炉利用磁力运动碳
化热解技术把干垃圾分解成陶瓷灰，陶瓷
灰可以作为制砖的辅助材料变废为宝，每
天可处理干垃圾4立方米。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各村垃圾运送
到垃圾分类资源优化利用处理站，忙起来

有时候晚上 11点才能下班，虽然苦点累
点，但是干了件实事，垃圾处理后既环保又
能变废为宝。”工作人员吴荣军说。

韩文录告诉记者，除了垃圾分类回收
站，该村还建立了“五级网格化管理”责任
制和“十户一体”监管责任制，对保洁公司
和农户卫生保洁进行日常监管，将环境治
理列为村民议事会的一项内容，引导村民
养成爱护环境、讲究卫生的生活习惯，美化
了环境，补齐了短板，全面提升了京兆村的
人居环境。

●“五老”志愿服务队在排练秧歌舞曲

洛川老秧歌是一种不同于陕北大秧歌的
古老传统秧歌形式，具有传统秧歌的祭祀性质
和民俗特征，是洛川春节闹社火时常见的形
式。

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的“京兆老秧歌”
是洛川老秧歌的重要流派，其表演细腻、文雅，
服装有明清时期的特点，主要动作以“扭、摆、
甩”为主，花样繁多。演出到高潮时，秧歌唱
起，一唱众和，载歌载舞，情绪激昂。2007年，
洛川老秧歌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表演老秧歌的‘好把
式’。我 5岁的时候，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学扭
秧歌，父亲扮演‘伞头’，祖父唱秧歌。70多岁
的祖父掉光了牙齿，但唱秧歌的声音特别洪
亮。”提起老秧歌，今年 69岁的洛川老秧歌代
表性传承人吴春富非常兴奋。他随手拿起家
里的鸡毛掸子在院子里边唱边舞：“初一到十
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柳梢……”

“决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失传，我

已经收了 50多个徒弟，每年春节都组织老秧
歌表演活动。”吴春富说。

“京兆村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川老秧
歌的发源地。受老一辈民间艺人的熏陶，我从
小就喜欢秧歌。2010年退休后，我开始发动村
里的老人搜集散落民间的秧歌词曲，希望可以
让非遗文化代代相传。”今年73岁的村民韩礼
才说。

十几年来，韩礼才先后整理出秧歌词曲80
余首，并利用闲暇时间组织村里老人排演。
2018年，洛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后，
韩礼才萌生了组建京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五
老”志愿服务队的想法。很快，这一想法得到
了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支持，村里的退休教师
吴建元和退休工人王金成、吴有才等也积极报
名参加。

“五老”志愿服务队把村里一些爱好捏面
花、剪纸、打鼓等传统文化的表演者和传承者
组织起来，不定期在村文化广场进行表演，吴
孝全、吴宏林、党秋菊、赵芳玲是其中最活跃的

人员。表演既丰富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也让
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韩礼才还组织队员通读《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二三卷，从中摘录经典篇目和金句，并把
这些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快板形式，
编写成秧歌词，在文化广场、田间地头吟咏传
唱。他们先后编写了《五中全会新征程》《京兆
老秧歌歌词集》等说唱词句，利用唱秧歌、说快
板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及村规民约，劝教村民
遵规守纪、勤劳致富，从而形成尊老、爱老、敬
老的良好风尚。

“每逢农闲时节，村上的‘自乐班’就活跃
起来，说快板的、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唱秧歌
的，热闹得很，咱要继续发挥余热，为村子贡献
力量。”村民吴有才乐呵呵地说。

如今，京兆村的面花、毛麻绣、剪纸等传统
文化人尽皆知。老秧歌更是唱出了时代新风
尚，“五老”志愿服务队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为
前来参观的人讲解村名起源、洛川老秧歌、生
产习俗等。

小村秧歌花样多 舞出时代新风尚
——洛川县交口河镇京兆村传承非遗文化小记

记者 孙艳艳 李勇锐 通讯员 白利民 张敏

共赴和美 幸福文明3
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各种矛盾

纠纷错综复杂，破解难度增大，为此，京兆
村建立了和事佬调解室，把村中王明生、王
贵荣、吴金芳、韩振发等一些有威望的贤能
之人组织起来，搭建起了乡贤与乡村社会
治理有机融合的平台。通过网格员队伍发
现的一些村民矛盾纠纷，让和事佬进行调
解，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2020年 3月，京兆村两村民因排水渠
不畅发生争吵，排水渠高的村民说什么也
不愿意把自己的排水渠降低，事情一度陷
入僵局。和事佬得知情况后，多次找双方
做思想工作，反复给他们讲和谐相处的好
处，最终水渠高的同意降低水渠，邻里双方
达成和解。

近年来，京兆村充分发挥乡贤人才和

村里能人作用，彰显“微服务”的作用，坚持
每月两次为群众上门服务和做好政策法规
宣传，和事佬化解各类民间纠纷50余起，促
进了邻里和谐，逐步健全了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了兼具乡
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

村“两委”成员和“五老”志愿服务队、
和事佬调解室成员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主动帮助弱势群体，让弱势群体感受到集
体的温暖。

吴军民是村上的脱贫户，媳妇蔺芳侠
患有脑瘤、心脏病等疾病。去年3月，蔺芳
侠在医院治疗期间，吴军民修剪果树时不
慎从树上摔下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村小
组长吴堡亮立即开车将其送到医院，并帮
助他办理入院和出院手续。

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关注困难人群
成为京兆村“两委”、“五老”志愿服务队的
日常要务，为了方便服务群众，该村成立了
吴高德、吴宝亮、吴新民等人为成员的帮困
助残服务队，吸纳了村中一些有爱心的乡
贤人士，不定期走访困难群众，了解他们急
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滞销的苹果，吴堡亮发动自己的
亲友团和朋友进行网上销售，仅他一人每
年帮助村民销售苹果250多吨。

“我们先后帮困助残 60余人次，帮助
他们修剪果树、销售苹果、打扫庭院，给他
们送去生活用品，群众还是比较认可的。”
吴堡亮说。

厚重的文化底蕴，滋养出京兆村邻里
团结、互帮互助、勤劳淳朴的文明好乡风。

“近年来，我们在做好非遗传承、乡村
治理的同时，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及苹果文
化旅游产业，形成了果园变公园、劳动变体
验、民房变客房的果旅融合产业发展之路，
使村民富裕了，村子变美了，成了周边群众
假期网红打卡点。”韩文录说，下一步，他们
将在产业方面开展社会化服务，实现苹果
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优化生产
经营模式，不断提高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推动优化资源配置，引进人才和企业，
利用城郊村庄优势，带动群众创办农家生
产生活休闲体验民俗小院，把产业发展和
特色乡村旅游有效结合，进一步壮大村集
体经济，增加群众就近务工渠道，提高群众
收入，实现果业更强、果农更富、乡村更宜
居。

村史是文化之根、乡愁之魂，而村史馆则
让人们故土留根、文脉传承，存留那一抹乡愁。

走进京兆村村史馆，门口“千年古韵绽
放京兆风情”十个浑厚有力的大字跃然眼
前，馆里甘罗拜相的故事、村名起源、传统
村落、生产习俗、旧时农耕具等述说着村子
厚重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秧歌、
面花、毛麻绣、剪纸等展示出京兆村独特的
文化魅力。

京兆村村史馆是 2018年在村里乡贤
韩礼才的建议下，村委会发起筹建的，目的
就是通过一些文字资料和实物，尽力展现
京兆村的文明进步历程，以激励后代。

筹建时，韩礼才走村串户搜集布展资
料和实物，他把自己收藏的韩氏家族族谱
中的一些历史名人、进步人士资料主动捐
赠。摘录一些族谱中关于家风家训的事
例，特别是以两千多年名载史册的甘罗和
任清代贵州桐梓知县的韩嘹等名人事迹教
育子孙，教化村民，引导大家堂堂正正做
人、勤勤恳垦做事，重视教育，传承文明，移
风易俗，将韩氏先祖的美德代代相传。

“我们建设村史馆，是想把这些浓厚的
文化流传下来，让下一代人继承和发扬光
大，坚定文化自信。”韩文录说，当时建村史
馆时，村民们都踊跃捐献了大量的农耕工

具、生活用品、家谱等历史物件，丰富馆藏
内容，更好地展示村里风土人情，也给村民
留下浓浓的乡村记忆。

“在这里能了解村里的历史、乡土文化
和民俗风情，你们年轻人要忆往昔，珍惜当
下幸福生活。”61岁的吴志勤带着孙子和
孙女在村史馆参观。

孙子吴泽玉、孙女吴泽蕊跟着爷爷边
走边看，细细地听爷爷讲述每一个老物件
背后的故事，品味着京兆文化的独特魅
力。参观完村史馆，吴泽蕊激动地说：“原
来我们村的历史这么丰富，作为村里的一
员，我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吴泽玉也一

直点头，赞同妹妹的说法。
“村史馆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让大

家了解了村庄的历史，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里。”韩文录说。

走出村史馆，外面宽阔、平坦的文化广
场，更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农闲时，
下午的广场上热闹非凡，人头攒动。跳广
场舞的占一块，唱秦腔的占一角，打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的自成一组，有三三两两闲
聊的老人，也有比赛骑滑板车的小孩，有盯
着屏幕看电影的，也有在图书馆看书的，一
个小小的广场聚集了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
少多数人。

守住文化 留住乡愁2

金秋时节，行走在洛川大塬，放

眼望去，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位

于210国道沿线的洛川县交口河镇

京兆村，在湛蓝的天空下，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和美乡

村幸福画卷展现在眼前。

京兆村地处洛川县城南7.5公

里处，全村共3个村民小组1115口

人，总耕地面积1800亩，果园面积

1400亩。近年来，京兆村按照“统

筹规划、整合资源、注重实践、全域

推进”的工作思路，逐步实现了三产

融合和苹果产业的提质增效。通过

巷道硬化、绿化、亮化，村容村貌得

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着眼凝聚群

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着力文明实践、立德铸魂，让文明新

风在京兆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该村先后被评为陕西省美丽宜居示

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文

明家园示范村和延安市文明村、延

安市首届最美生态卫士班组。

● 京兆村文化广场

● 苹果主题公园

苹果产业示范园区苹果产业示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