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是“开国少将”牛书申的家乡，
在村里的文化广场上，静静矗立着一座雕像，这座雕像
便是为牛书申所塑，而他的遗训也始终影响着这里的人
们，让好家风代代相传。

“勤奋致富，忠厚起家”“崇尚科学，和亲睦邻”……
11月 4日，当记者漫步官庄村的乡间小道，看到每户院
落的门柱上都挂着红牌，上面写着一段家训，落款是户
主姓名。

“这是‘红色家训’，它告诫我们要继承将军遗风，传
承红色基因，影响着我们一代代的官庄人。”村党支部书
记牛来贵告诉记者。

2018年夏季，村上在修建文化广场和巷道亮化时，
牛来贵发现施工队铺砖的方式有问题，栽的电灯杆间距
不符合要求，便要求施工方必须按照原定施工图纸重新
修改。当时，多方人士找他再三说情，但牛来贵始终坚
持原则，责令拆了重铺，挖掉重栽。

“如果开了这个‘得过且过’的口子，那以后就要开

无数个口子，亏的是谁？不还是咱官庄的村民嘛。我一
个村支书，如果不能维护大家的利益，那还有什么脸面
再干下去，连全家人都可能因为我被乡亲们戳脊梁骨。”
牛来贵的回答斩钉截铁，“哪怕是这地上铺下的一块砖，
竖起的一根杆都不能马虎，损害村民利益的事，绝不妥
协。”

多年来，在官庄村村民以及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
共同努力下，村里的将军馆、村史馆、图书室、妇女儿童
之家、幸福院先后落成，“五新”果园开启致富之路，无论
是村级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官庄人在牛书申的影响下
都始终秉承“村民事就是大家事”的原则，用清廉的作风
和友善的做人扮“靓”村庄。

牛来贵不仅自己坚持以德立身，以廉治家，还经常
教育“两委”班子和村民要严格分清家事与国事，清白做
人、干净做事。现在的官庄村是家家有家训，处处扬家
风。

“牛来贵经常用牛书申将军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坚

持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在外待人要真挚，做人要正直。
我们也是这样去教育亲朋好友，让好的家风能够代代相
传。”官庄村村民朗建宏说。

作为官庄村的乡医，村民袁文侠是村民亲切
的称呼为“健康守护人”。在抗击疫情时，她跟着
支书以及其他村干部一起冲锋在前。村民们小病
痛都会找她问诊，热心的袁文侠总是仔细检查、热
心服务。

“好的家风于我来讲就是‘孝、俭、勤、睦’四个字，
孝，就是孝顺父母、孝敬长辈；俭，就是勤俭节约、勤俭持
家；勤，就是勤奋好学、勤劳致富；睦，就是友好相处、相
互扶持。我希望，能把这样的好风气传给孩子们。”袁文
侠告诉记者。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清。作为官庄村的
村民，他们用身边的一件件小事，继承和发扬着牛书申
将军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恪守着做人清清
白白，做事干干净净的原则。

“官庄人不论身在何处，都要把‘清、廉、善、孝、俭、
勤’六个字刻在心里，落在实处，让优良家风吹出官庄，
吹遍龙乡大地。”牛来贵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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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立身 以廉治家
——官庄村里的家风故事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侯宝军 寇银萍

● 牛书申将军纪念馆

村容村貌大变样“颜值”“内涵”齐提升
——走进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

记者 李江峰 姜顺 通讯员 侯宝军 曹海军

“‘夏天臭烘烘、冬天冷飕飕’，这就是我们以前厕所
的样子，现在大不一样，马桶盖子一掀就自动换气，不上
厕所的时候风一吹、球一转，厕所里基本没有臭味，蚊虫
也少了，院子更干净了。”11月 3日，记者在村民丁富西
的家里聊起村里的“厕所革命”带来的变化时，丁富西的
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一言一语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

现如今，不仅是丁富西家里厕所告别了旱厕时存在
的各种不便，在记者随机探访村上的每一户家里时，看
到的厕所都是干净卫生、冲洗方便。

90岁高龄的村民蔡春香家中前庭后院干净整洁，室
内室外都有卫生间，以往的旱厕变成了水冲式卫生间，
被蔡春香打扫得一尘不染。屋外臭粪坑也变成了小花
坛，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真实反映着改厕后的新生活。

“卫生这方面的变化是最大的，没有改厕以前，夏季
从大门往进走，厕所里的臭味就能闻到，上厕所都得捏
着鼻子。现在好了，不仅是卫生好了，没有臭味了，而且
可以坐在马桶上如厕，对于我这样的老年人来讲非常方
便。”蔡春香说。

厕改工作是提高农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大民生工
程，是全面深化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黄陵县大力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将户厕改造作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多措并举推进实施，不断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确保改厕工作有人问、
有人抓、有人管，真正让乡村美不仅体现在“面子”上，也
体现在“里子”上。

“2017年时，官庄村成为全市第一个卫生改厕示范
村。在改厕的问题上，村上采取三种不同的改厕方式，
一是针对普通家庭采取无水马桶+三格化粪池；二是无
水马桶+废旧沼气池改厕；三是卫生厕所+污水处理一体
化设备。全村主要采用的是第三种改厕方式。这种方
式用于农业灌溉，实现了污水资源化，节约了水资源，非
常适合村民改厕。”官庄村党支部书记牛来贵说，全村目
前推进实施卫生改厕110户，公厕1座，改厕率100%。

“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差。”“厕所革
命”的实施帮助村民破除了多年来的陋习，养成了文
明、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看着干干净净的厕所，官
庄村村民们的笑容透着幸福。乡村振兴的步伐和成
效叩开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大门，也浸润着官庄村
村民们的心田。

“隆坊镇改厕工作不搞‘一刀切’，而是因村制宜、
因户制宜一户一厕。逐户上门指导培训，做到让群众
主动改、自愿改。同时，加大了对农村卫生改厕使用和
简单维护的培训，做到建好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
个。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的面貌，又让群众的卫生
习惯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群众都很满意。”隆坊镇副镇
长白海龙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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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把垃圾分类做好，有多少尽管提过来，提得
越多，兑换的礼品就越多。”官庄村垃圾兑换员李春锋一
边检查两麻袋垃圾分类是否达到标准，一边对村民牛艮
虎说道。

11月2日，走进距离官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不远处的
垃圾兑换银行，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提着大袋小袋的
垃圾等着兑换，靠着房间内的3面墙壁的3个展架上，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垃圾兑换礼品，既有果农喷农药用到的
防毒面具，田间耕作时用到的铁锹、锄头等农器具，也有
像香皂、洗衣液、水壶等生活用品。而在展架上方的积
分兑换项目明细表清楚地标明：饮料塑料瓶 2个可兑换
1积分，废铁 100克兑换 1积分，1瓶洗发水价格 6元，所
需160积分，1把铁锹20元，所需120积分……

牛艮虎兑换好积分后，先是看看兑换明细表，然后
又在展架前东挑挑、西瞅瞅，最后拿了几件冬季果树管
理时要用到的农器具，满意地走出了屋子。

“以前村上没有垃圾兑换银行，所以垃圾都是随意
收拾胡乱扔。现在不一样了，自从村上开了这个垃圾兑
换银行，我每次都会把垃圾根据种类的不同而分开打
包，积攒到一定程度我就过来兑换一次，次次都有礼品
可以拿，这个垃圾银行可美了。”牛艮虎说。

今年70多岁的牛中起在村里已经做了8年的保洁员，
他一边挥起扫帚把垃圾归拢，一边说着村里的变化：“你看
各家门前、次巷道的卫生就明显比以前好多了，大家环保意
识提高了，我的工作也减轻了不少。”

“以前随手乱丢的烟头、纸片、饮料瓶，还有地里的反
光膜、废旧电池现在都能在村上‘垃圾银行’兑换积分，村
上环境这么好，垃圾箱走几步路就有一个，如今的垃圾变

‘废’为宝，谁还舍得乱扔乱放。”牛中起乐呵呵地说。
2021年，隆坊镇被确定为省级镇域生活垃圾治理试

点镇，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该镇不断探索，创新“一化
二抓三替”的全链条垃圾治理新模式。2022年下半年，
隆坊镇在官庄村又启动了创建镇域生活垃圾治理试点
镇工作推进会暨农村垃圾分类活动。活动现场发放了
垃圾车110辆、垃圾运转电动车3辆、垃圾箱6个、垃圾桶
100个，环卫休息长椅20个。隆坊镇的工作人员还对官
庄村垃圾分类操作办法进行了详细解读。

“我们在垃圾分类上主要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原来的
‘户分类、村收集’转变为‘户收集、村分类’，同时将这种
模式与垃圾兑换银行相结合，一方面是解决了群众垃圾
分类不规范，主动性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是通
过垃圾从源头减量，从而实现垃圾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隆坊镇副镇长白海龙表示，下一步，黄陵县隆坊镇将紧
盯官庄村垃圾分类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在全镇推广垃
圾治理新模式，全面推动镇域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

走进官庄村村民袁文侠的小院中，五间平房窗明几净，房内
电视、电话、空调等家电设备一应俱全。尤其是卫生间内的布置
让人眼前一亮。楼房中使用的冲水马桶、热水器、洗漱台等应有
尽有，那洗澡水、洗衣水、如厕水又排到了哪里？会不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

“这些污水全部都通过污水处理设备收集了起来，不会给环
境造成破坏。”对于记者的疑惑，袁文侠回答得轻松自如。

牛来贵一边指着脚底下铺设的管道，一边向记者介绍道：“袁
文侠安装的是一体化生物污水处理设备，就是卫生厕所+污水处
理一体化设备。她家是1.5立方米的容量的，这个可以把洗锅水、
洗脸水、厕所的水都可以容纳到一块，再经过地下埋设的管网收
集后进入设备处理，出水达到二次利用标准。粪污及生活污水进
入第一池（沉淀池）后，进行厌氧沉淀，熟化后的残渣可当做有机
肥用于农事生产。经厌氧沉淀后的污水进入一体化处理设备，通
过微生物降解处理后，水质可达到污染物一级B标准，用于农业灌
溉，实现了污水资源化，节约了水资源。”

2021年以来，黄陵县大力实施了雨污分流提升改造项目和污
水处理厂提升扩容项目，把污水和雨水分开处理，污水专用管道
直达县污水处理厂，雨水通过管道排放到河道，大大改善了城市
形象和沮河水质。与此同时，黄陵县还利用已建设成的县污水处
理厂对城区污水进行处理利用，出水水质达到了《陕西省黄河流
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据了解，扩容后的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量达到日处理能力11000方，污水处理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切实减轻了城区日常生活污水的处置。

“这个雨污分流特别方便。虽然以前家里通了自来水，但是
没有排水管道，所以只能将水倒在院外的水渠。冬天洗澡是最不
方便的，为此还专门买了个大盆洗澡，洗完之后倒水都得倒半
天。”对于之前雨污水不分流带来的困扰，袁文侠感触颇深，“后
来，县农业局对全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后，极大改善了我们的生
活，而且我们一分钱都没出，村民在村里享受上城市人的生活，这
不就是好光景嘛。”

黄陵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按照全域覆盖、应
收尽收、逐步推进的原则，县上投资8000余万元实施的城区雨污分
流工程，总长度25.5公里，全县雨污分流管网基本达到全覆盖。县
城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黄河流域排放标准A级，中水回用率10%
以上，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显著，城市面貌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乡村要振兴，环境须先行。近年来，隆坊镇始终把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造福农民的民生工程，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在卫生保洁、道路绿化、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等方
面，建立以党支部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员巷道长”作用，真抓实干
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擦亮振兴“底色”。

隆坊镇党委书记吴新平表示，下一步，隆坊镇将积极推进党
建引领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探索“党建+人居环境整治”
新路径，筑牢生态振兴基础，力争让辖区环境更优美，让乡村“颜
值”大变样，有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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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的乡间道路，整洁的农家院落，功能齐全的文化广场，闲唠家常的村民，嬉笑玩耍的稚子，醒目的垃圾分
类宣传栏……走进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目之所及，尽展官庄村人居环境改善后的新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