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把它当作一种爱好，如今每年都能卖六七万
元，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了。”近日，洛川县凤栖镇作善村
65岁的“面花能手”王玉芹高兴地告诉记者，她的生意现
在很好，前来购买的老顾客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也不
少，销量很大。

王玉芹对面花有着独有的偏爱，捏制面花几十年

了，手艺高超、技术娴熟。目前，像王玉芹一样专业捏制
面花的，作善村共有18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节气重视程度加深，面花除了传承，也给她们带来了相
当可观的经济收入。

除了面花，作善村制作杂粮的有 80余家，黄黄馍、油
糕、软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孙金红是其中的代表。
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以后，他家就开始筹备制作黄黄馍、
油糕、软馍等。“销售量大时，能雇用村里十五六个人，工
资也是当天结算。”

以前，孙金红的销售范围很小，顾客仅限于县城周
围。如今，电商发展迅速，他的生意也插上电商的“翅
膀”，加速销往全国各地。“每年光是卖杂粮就能收入20多
万元。”孙金红喜滋滋地说。

“如今，全村一年卖面花、杂粮的收入在 150万元以
上。”村民收入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村党支部书记屈兆
宏很是高兴。

近年来，洛川县立足实际，积极整合乡村文化资源，
通过发掘乡村文化潜力，让乡村文化在发展中得到保
护、在保护中积极发展，形成保护和传承的良性循环。
以现代技术加工为附加值，找准市场发展脉络，让传统
手艺、非遗文化、民族服饰、生态产品等形成乡村特有的
品牌效应；围绕苹果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加强各类
项目包装，做大做强该县“红金绿”三张文化名片，深入
策划一批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产业项目；建立健全文化

产业发展机构，加强规上企业培育和管理，积极谋划推
进重点文化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快洛川苹果文化挖
掘和包装；坚持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思路加强文化
产业培训和招商力度，举办文产企业专题培训班，组织
外出专项招商活动，全力做好项目包装和招商引资工
作。

永乡镇阿寺村是陕北苹果发源地，有“陕北苹果之
父”李新安、“剪纸艺术大师”王兰畔等，素有“洛川苹果
之根，剪纸艺术之魂”美称。在此基础上，洛川县积极招
商引资，将其打造成文化旅游度假胜地，目前村里入驻
企业 5家，有游乐场、户外烧烤、果蔬采摘等。来村游客
不断增多，在村里的消费逐渐增加，村民收入也不断提
高。2021年阿寺村集体经济收入8.5万元。

凤栖镇作善村成立了“洛川淳朴民俗旅游饮食文化
有限公司”，主营作善杂粮、作善面花、作善火碗等，传承
民间艺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创办村级面花传习所1所，
家庭面花传习所10所，作为展示、观摩、互相学习和传统
手艺培训基地；连续13年举办“洛川县作善清明旅游文化
节”为互相学习提供方便，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组织祭
祖活动和面花大赛来宣传本村特色产业；组织村里年轻
妇女们成立面花学习班并输送到陕师大进行培训。

土基镇黄连河村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也成了颇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基地”，满足着游客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体验生活的需求。

3 有效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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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萝卜便宜了，10块钱 3个，咱洛阳社区大棚种
的，刚从地里挖出来，绿色无公害……”在富县便民
夜市里“练摊”多日的茶坊街道洛阳村第一书记王
刚，叫卖起村里种的萝卜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羞涩。

因为萝卜品质好，价格公道，没几天王刚就成了
便民市场里的卖菜“明星”。第一书记变身“卖菜郎”
的事儿也很快在市场里传开，火遍了大家的朋友圈。

农村要发展，产业支撑是关键。为突破依靠传
统种植增收的瓶颈，增强村集体“造血”功能，促进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茶坊街道洛阳社区大力
发展设施蔬菜。2021年投资214万元完成7座大棚
建设，栽种葡萄、西甜瓜、西瓜等蔬果。为解决大棚
葡萄今年无收益问题，第一书记王刚组织村干部给
栽种葡萄的大棚里套种了萝卜。

萝卜丰收了，可成熟的萝卜要如何变现，却成了

令王刚和村干部头疼的问题。
为了帮村里的蔬菜寻找销路，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王刚充分发挥派出单位优势和自身优势，在茶坊
街道各个食堂饭店推荐销售，同时主动出击，组织村
干部把萝卜拉到县城，在便民市场摆摊售卖。

挑萝卜、装袋、扫码收款，王刚有条不紊地操作
着。

“每天下午我和助农干部、村干部一块，到这儿
来卖萝卜。我也是第一次卖菜，开始还想着不好卖，
拉不下面子，怕碰见熟人，也不敢吆喝。”一开始出摊
的王刚碰了一鼻子灰，晚上回家的他彻夜难眠。“这
都是村民辛苦种出来的，卖不出去砸手里可咋办？”
想到村民辛苦劳作的身影，第二天出摊的王刚主动
学起旁边经验老到的菜商，扯开嗓门吆喝起来。

“我昨天就买的这个萝卜，口感是真不错，今天

再买几个，回去腌点泡菜。”回头客王富军不住地称
赞着。

王刚笑着说：“通过这些天的销售，咱这个量还
是比较大的，每天能卖七八百块钱，大概卖了有
2500多公斤。”

截至目前，所有萝卜都已销售完，一共 4500多
公斤，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万余元。

谈起这次的摆摊经历，王刚笑着说：“卖菜要放
下干部架子，扯开嗓子吆喝，咱的菜品质好，人气起
来了，菜也就不愁卖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作为一名第一书记，不仅要走进田间地头给群
众出主意想办法，更要作出好的示范。”

摆摊对于王刚和村干部来说都是第一次，但他
想通过不断的尝试，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也想通过
村干部的引领带头激发群众的致富信心。

王刚“卖菜”记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杨雪 任阳婷

● 王刚（左三）在销售蔬菜

洛川推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让文化芬芳洋溢千村万户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张敏

洛川素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称。洛川因洛河穿境而得名，潺潺不息的洛河
水滋养了勤劳朴实的洛川人民，时光堆积的黄土地质孕育了皮影、剪纸等厚重的历史
文化。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它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
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抓手，加强协调联动，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完善文体设施配套、开展丰富文体活动，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提升文明素
质，助力乡村振兴。

“这里
充 分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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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在洛川县交口河镇

京兆村村史馆里，60岁的
吴志勤带着孙子和孙女参

观。
馆里分为甘罗故里、民族

基因、农业文明、岁月记忆等板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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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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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村党支
部书记韩文录说。

走出村史馆，外面宽阔、平坦的综合文化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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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兆村是洛川县健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洛川县以构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
手，推动广播电视设施、数字电影院、应急广播平台，加大
对乡镇文化站、幸福美丽新村文化站和村文化室配套设
施建设支持力度，满足乡村开展群众性文化生活需求，探
索乡村文化服务场所规范化管理制度。各级大力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基本上完成县、镇、村文化网络建设，努力打

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全面推进公共文化高质
量发展。

目前，全县9个镇（街道）综合文体中心建设面积基本
达标，均设立了图书馆分馆及文化馆分馆，达标率为
100%。202个村（社区）大多依托党群活动阵地，采取资源
共享的办法，基本都建有建筑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的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和不少于600平方米的室外活动广场，设
置率达100%。

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宣传栏、会议及上街宣
传等形式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活动，增加了广大群众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陕西省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条例》的知晓程度，有助于提升基层公共文化建
设。结合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求，充分发挥该
县民俗文化资源。多方争取资金在洛阳村、黄章村、阿寺
村、京兆村、贾村建立村史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一
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提升了该县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的建成率。着力构建城市书房建设工作，2021年在北关社
区建成智慧书屋 1个，藏书量达 4000余册，年度外借册次
6324册，图书利用率105%。

1 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今天的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
变脸、腰鼓等，尤其是那个蹩鼓，体现了咱
陕北人的热情豪迈，群众都比较喜欢。”
近日，为纪念“5·23”讲话发表80周年，延
安歌舞剧团走进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举
办《赓续讲话精神 文艺奉献人民》文艺演
出活动，观看完演出的阿寺村村民程媛对
节目赞不绝口，希望今后能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生活。
活动现场，群众热情高涨、气氛热烈，观众

笑声、掌声、呐喊声不断。小品《苹果红了》切合
洛川苹果电商产业发展实际，展示洛川苹果卖得更

好、销得更远的新面貌。
阿寺村第一书记李成程是延安市文化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的下派职工，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他重视村级群众

文化工作，先后举办了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举办活动
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正能量，提升精气
神，激发文化活力。”李成程说。

近年来，洛川县加大基层文化人才教育培训力度，培
养乡土文化人才，支持文化志愿者参与基层文化工作；深
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围绕勤劳致富、崇德向善、诚实
守信、遵纪守法等方面开展各类先进集体、个人、家庭等评
选活动；编写了《发挥非遗作用 激发文化活力 助推乡村
振兴》文化振兴工作案例；抓重点、保特色，深度挖掘不同
乡镇的文化特色；拓展“送文化下乡”特色文化品牌，组织
各级文化院团定期到乡村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指导各乡镇
各部门定期播放公益电影，举办群众文艺晚会，组织舞狮、
腰鼓等文艺演出，持续培育乡村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土基镇柳家庄村的“为民乐队”由几个民间艺人组
成，空闲时间为群众表演节目。自2019年成立以来，创作

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反映群众真实生活，与群众
产生共鸣，深受群众喜爱。“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
也提升了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
离。”柳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雷安仁说。

县文化馆组织开展“洛塬之春 见证洛川”春季写生活
动，创作出一批反映该县优美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美术作
品；开展“欢乐进基层”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书画交流辅导、非
遗技艺传授等，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洛川县各个乡镇学校也都举办庆“六
一”、苹果文化进校园、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成立书法、舞蹈、电子琴等社团。“‘百人蹩鼓社团’是学
校的特色社团，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洛川蹩鼓作为学
习内容，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接受洛川蹩鼓的同时传承非
遗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老庙镇中心小学校长屈天
峰说。

2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营造健康和谐乡村氛围

● 阿寺村文化惠民演出

● 党秋菊正在剪纸

●“5·23”文艺演出

● 京兆村七夕文艺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