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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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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凭县上的医疗志愿者们每年不
定时地来给我们讲解一些医疗知识，让
我们都提前有了防备的措施，要不然遇
到头疼脑热一时急得不行。”桥镇乡方家
河村村民班建兵说。

文明创建的过程，也是成风化人、凝
心聚力的过程。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甘
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起
抓，广泛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创建活动和
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大力推进移风易
俗，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甘泉县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践行和“六进”活动，与乡村治理、
精神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工作相融
合，互助推进。全县62个行政村、7个社
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平
台，不定期开展以“道德讲堂”为主题的
活动，“学思堂”志愿服务流动讲堂每年
开展送课下乡活动 100余场，引导全县
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社
会营造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浓厚氛围。

该县坚持文化惠民、以文化人。大
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结合全县公共文

化设施实际，不断充实文化设施建设。
城区建设人生广场、美水泉涌两个公共
文化广场，建成“甘泉老照片展馆”一座，
甘泉县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三级文化馆，
甘泉县图书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图书馆，
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文艺志愿服务实践点落户甘泉象鼻子
湾。打响叫亮了峡谷观光游、生态康养
游、长征洗礼游品牌。争取项目资金
6880万元，建成“长征步道”第一期工程
并投入使用，“甘泉大峡谷”5A级旅游
景区创建全面启动，劳山国家森林公园
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美水
泉”遗址建成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建
成 71个村文化室、图书阅览室、文化广
场、多功能活动室等，县、乡、村三级文
化服务网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举
办书法、剪纸、农民画、刺绣、国画、紫砂
陶艺等公益性培训 120期，受益群众多
达 1.5万余人次，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文化生活。

如今的甘泉，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
让人心旷神怡，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民
幸福指数大幅攀升，文明之花灿烂绽放。

沁润心田文明花开别样红

高玉红是安塞区招安镇枣
湾村人，从小在村中长大，对土
生土长的家乡有无限的热情。

别人出去闯荡，他一心只
想回村发展，带领村民过上自
己在外面见识到的好光景。
他始终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时刻谨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于是，2019
年高玉红当选为枣湾村党支
部书记。

任村党支部书记后，高玉
红满怀热情深深扎根于群众之
中，一心一意推动村集体增收、
群众致富，带领全体村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村各
项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喊十
句口号，不如做一件实事。在
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轻易承
诺，而一旦作出了承诺，就一定
要兑现。”这是高玉红常驻心
间、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枣湾村是一个半川道半拐
沟村，村民不富裕，村上也没有
村集体经济。

“没有长效产业的支撑，村
民难富裕，也不牢靠。”闲余时，
高玉红总在琢磨一条适合枣湾
村村民实际的致富之道。

高玉红深知村党支部有没
有战斗力、村干部在群众心里
有没有威信，关键在于支部班
子能否搞好团结，办事能否做
到公开、公平、公正。为此，高
玉红带头在“学”上深化拓展，牵头成立了群众议事小组，
吸纳农村党员、两代表一委员、村“两委”班子成员和乡村
能人参与，针对村内重大事项决策和群众关心的民生实
事，积极征求议事小组成员的意见和看法，始终做到了办
事公正、处事公平、办事公开，班子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
显著提升。

经过和村“两委”协商，倾听村民意见，枣湾村在积极
争取项目的同时与区蔬菜局主动对接，新建新型五代日光
温室大棚65座，并配套自动卷帘控温、集雨节水灌溉等先
进设施。

棚内绿意盎然，村民高振富正在给西红柿打掐枝叶。
“我承包这个棚是153米，前年冬天种下的黄瓜，一直卖到
去年八九月份，卖了 8万多元，然后赶紧又把西红柿种进
来，现在也卖了1万多元，收益还可以。”高振富开心地说。

和高振富一样，越来越多的枣湾村村民参与到设施蔬
菜产业中来。66岁的枣湾村村民白士尧老两口也租赁着
一座大棚，仅凭一年的黄瓜种植销售，就卖出了近10万元，
白士尧花费两万元添置了一辆电动老年代步车，乐享产业
红带来的“夕阳红”。

枣湾村之前没有建大棚，村民没有种植经验，为了让
村民尽快上手，避免因为技术问题错失蔬菜上市黄金期，
枣湾村在建设大棚的时候就开始对村民进行大棚管理技
术和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学习。

“还没种上大棚，我们就提前开始了种植技术培训，现
在大家都能熟练地管理智慧大棚，劳动强度降低了，种植
成本降低了，我们的收益却大大提升了。”提起现在种植的
大棚，张海金高兴地说，“种上两个棚，一年轻轻松松能挣
10多万元，我们的好光景来了。”

随着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枣湾村的乡村振兴之
路越走越宽广。如今，枣湾村的设施蔬菜在周边地区深受
市场欢迎。

枣湾村大棚蔬菜产业园区如今是全省“三改一提”关
键技术推广示范基地。项目新建日光温室大棚528座，弓
棚218座，并配套新型保温被、自动卷帘机等实用技术以及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三期建成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
达80万元，群众的棚均纯收入可达7万元。

枣湾村的自来水是村民早前从山上铺设的水管引来
的，但由于管线老化，一到夏季用水量大时就会出现缺水
停水现象，因为管线埋线浅，冬天也会出现冰冻不出水现
象，高玉红在了解到情况后，及时与区水务局联系，想将王
瑶水库的水引到枣湾村，解决村民饮水问题。

在引水过程中，因为管线要从村民的地里穿过，有些
村民的地里种植了庄稼和蔬菜，所以遇到了村民的阻拦，
高玉红不辞辛苦一遍遍地走访村民家中，与他们协商沟
通，终于一致通过。2021年完成了接入王瑶水库供水系统
工作，彻底解决了枣湾和周石窑 4个村民小组 856人的安
全饮水问题，大幅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产业，实现民富；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实现
村美；修建休闲娱乐广场，实现安居；改善基础设施、综合
治理，实现和谐宜居。高玉红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枣湾村的各项工作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高玉
红被招安镇党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安塞区委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他始终情系群众冷暖，一心为百姓解
忧，群众说：“他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愿意跟着他在致富
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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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红（左二）为群众讲解政策

共赴文明之约 同创文明之城
——甘泉县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作纪实

通讯员 范筱霞 白涛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近年来，甘泉县把文明城市
创建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全县上下部门联动，凝聚起创城的强大合力，掀起了一场
干群携手、人人参与的文明创建热潮，有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甘
泉县找短板、寻不足，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各项
工作。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县、“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民间文
学之乡”、省级“双拥”模范县城、省级园林县城和全省县城建设示范县等荣誉称号，为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打下了坚实基础。

甘泉县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作开展
以来，全县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持续推
动创城工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甘泉县加强领导总动员，全县上下
高度珍惜创建省级文明县城资格县的
获得，及时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总指
挥，县长为第一指挥，各成员单位负责
人为成员的创文工作指挥部，并专门抽
调 20余名精兵强将组建创文办专职推
进创文工作，形成了全县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细化措施保实
效。2021年以来，先后召开 5次创文工
作专题会议，对全县创文工作进行了再
动员、再部署、再安排。印发了《甘泉县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工作三年规划
（2021-2023）》《甘泉县创建省级文明县
城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为创文工作提
供指引。

同时，该县充分利用县融媒体中心、
县委网信工作中心、甘泉宣传“三微一
端”及各类媒体媒介，广泛宣传创建省级

文明县城的重大意义和县委、县政府争
创省级文明县城的决心和信心，有效提
升了全县居民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
率。几年来，利用融媒体和各类自媒体
发布宣传稿件 800余篇，制作宣传专栏 2
处，悬挂固定宣传标语 128条，每年印制
创文简报50余期。

不仅如此，甘泉县坚持城区“网格
化”管理，全县 21个网格 147个责任单
位，由21名县级领导牵头抓总，21个单位
具体负责，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全面“清
剿”不文明行为。启动县级领导走街行
动，采取一周一督察、一周一总结的方
式，跟踪督办，现场解决问题134件，限期
整改问题120件。同时，县人大也将创文
工作列入专项督办内容，定期对全县创
文工作的 51类点位建设情况进行督察，
采取函问、巡问等方式，解决创文工作中
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共巡问 36人次，
整改问题 58件，有力地推动了创文工作
的开展。

高位推动汇聚创城向心力

“楼道干净整洁、消防通道顺畅、环
境越来越美。”4月8日，在美水街道北关
社区，一提起城区网格化管理带来的变
化，市民杨欢就打开了话匣子。“过去没
有电动摩托车停车位，经常出现乱停乱
放的现象，现在划定区域统一管理，便捷
舒服多了。”

甘泉县加大争项争资，完善基础设
施，全面整合住建、城管、民政、水务等各
部门资源力量，统筹推进城区基础设施
改造提升。目前，争取项目资金 7.41亿
元，先后改造完成了老旧小区106个、延
伸雨污分流管网2000米、硬化背街巷道
3500米，县体育场完成改造全面开放，
县城小环线（一期）建成使用，210国道
过境公路建成通车，甘泉县文化艺术中
心项目的主体工程全面竣工，城市基础
设施更加完善，服务功能更加健全。

该县狠抓城市“双修”，美化城市环
境。累计建成租赁型保障房4524套，实
施了西门坪、主城区、中心街片区共 36
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惠及居民 2104
户，完成棚改征迁2683户，兑付资金 9.9
亿元，改造新增停车位 400个。人行步
道、绿地广场、排污管网等一批重大市政
工程压茬推进。新增县城绿地面积 2.5

万㎡，全县建成区绿地面积 250.23公顷，
城区绿化覆盖率37.6%，绿地率54.4%，城
市品位显著提升。

甘泉县还加强市政修缮，优化城市
管理。对全县市政道路进行全面巡查，
发现并修复破损市政道路、填补坑洼 50
余处，修缮井盖道沿15处，更换拆除破损
陈旧门头牌匾 129块，硬化居民巷道 4
条，建成道闸停车场9个，增设停车位610
个，规划临时市场 2处，规范管理流动商
贩，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市容市貌明显改
善，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
升。提升公共服务，增强幸福指数，加大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清泉垃圾填埋场、
医废转运站建成投用，智慧停车系统上
线运营，新能源公交车顺利投放运营，殡
仪馆建设全面加快推进。打造智慧窗口
新模式，提高服务效能。创新推出“5+3”

“六全+”政务服务模式，所有审批事项申
请材料平均精减70.1%，较法定时限平均
压缩78.6%；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让
数据多跑路”。

如今，从线上到线下、从街头到巷
尾，从城市到乡村，“创建文明城市”成了
甘泉县的高频“热词”，也成了百姓关心
的一件大事，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全域同创绘就创文同心圆

● 文化惠民活动

● 道镇村民正在用砖铺路

● 志愿者送小学生过马路

● 志愿者为群众讲解大棚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