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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发号令，乡村振兴要全面，宜居环境
再改造……”傍晚时分，神玉村一个农家小院里热
闹非凡，朗朗上口的说书词、清脆悦耳的快板声、
富有激情的演讲声、热情洋溢的掌声……一场场
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不断吸引着过路群众。

原来，这是白马滩镇“草根”宣讲团成员退休
教师薛六郎、黄龙县白马滩镇初级中学教师唐昊
和各村党支部书记在闲暇时间走村串户，利用“快
板说振兴”活动，把文明乡风送入百姓家中，让“微
宣讲”活动成为白马滩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听见村里有节目，我就来了。你看这快板说
得多好，节奏感强，很容易就记住了，从乡村振兴
说到电商发展，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这样的形
式贴近群众，我们喜欢看、听得懂。”村民冯建立坐
在小马扎上看得津津有味。

“快板将文明乡风转化为生动形象的文艺作
品，寓教于乐，简单易懂，让我们忆苦思甜，更加珍
惜现在的生活，坚定了过好日子的信心！”神玉村
党支部书记薛增文说。

乡风文明是筑牢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面子”美，又要

“里子”实。神玉村在建设美丽乡村、富裕乡村的
同时，高度重视“文明家园”建设，利用墙体绘画营
造乡风文明的浓厚氛围，“约法三章”以村规民约
推进移风易俗，通过树立各种典型引导村民自强

向上，弘扬真善美。乡风文明建设，有力促进了乡
村法治、自治、德治，在“治理有效”上迈出坚实步
伐。

全镇引导各村成立了理论宣讲、文体活动、技
术科普等志愿服务队 15支，常态化开展脱贫攻坚
政策宣传、人居环境整治、文化艺术下乡等志愿服
务活动，通过传思想、讲政策、谋富路、重道德、严
品行多种方式开展惠农政策宣传。

与此同时，按照生态旅游、传统民俗、红色文
化、休闲健身等不同类型，白马滩镇分批次打造建
设广场、舞台 20余个。自 2019年以来，白马滩村
的澽水乐团、乱石滩村的锣鼓队、神玉村的乡村舞
蹈队、柏峪村的庆鼓表演队等民间自办社团，坚持
以“文化促脱贫”为主题，创新表演内容，成功演出
5次，不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让群众越来越强
烈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感。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印象圪崂国家AAA级景
区，持续打好‘绿色’牌、‘康养’牌、‘研学’牌、‘民
宿’牌，从单纯卖风景向卖传统生活方式、卖康养
研学体验转变，让游客‘住得下、玩得好’。发动村
民参与精品民宿、农家乐、研学旅行、康养度假等
文化旅游经营发展，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把群众镶
嵌在旅游发展链条上，让群众依托旅游成功转型，
吃旅游饭，发旅游财，享旅游乐。”白马滩镇党委书
记石玉龙说。

3 弘扬传统美德 文明乡风入村户

“走，到平天村
咥棍棍面走……”
如今的平天村，凭
借特色棍棍面劲道
的口味已经远近闻
名，村子发展也蒸
蒸日上，然而谁能
想到多年前的平天
村还是个集体经济
薄弱村。

2018 年以前，
位于川道地区的黄
陵县桥山街道办平
天村主要以玉米种
植和劳务务工为收
入来源。后由于黄
陵新区建设，大面
积征收土地，该村
仅有耕地面积 430
亩，村集体经济主
要依靠土地出租为
主，年收入不足5万
元，村集体经济薄
弱，失地农民创业
就业难成了村里发
展绕不过的坎。

如何补短板发
展集体经济带动村
民致富？这是该村
村支书张田海一直
探索思考的问题。

村集体经济要
发展，第一步便是

“破壳”，打破“空壳
村”。村党支部在
张田海的带领下，
以党建为引领，积
极创新探索村集体
经济增收新思路、
新模式。

随着黄陵梨园
新区建设不断推
进，黄陵新区中学、
敬老院、粮食储备
库等单位建设，平
天村党支部充分利
用便利的交通条
件，发挥村民做“棍
棍面”特色，发展餐
饮、购物休闲农家
乐一条街。

没想到，正是
这次大胆尝试，让
平天村这个曾经的

“空壳村”摇身一变成了“实业村”，平天村实
现了年接待黄帝陵游客8万人次，村民走向致
富之路。

“自从我这个农家乐面馆发展起来后，已
经成为了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家里房子也
翻修了，买了小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也算
是奔小康了。”谈起目前的生活状况，平天村

“小小餐馆”的农家乐经营者刘政全很是满
意。

“我们用村集体收入，修缮道路、安装太
阳能路灯、建设文化墙、慰问全村80岁以上的
老人……”张田海对乡村振兴信心百倍，“现
在，村里的道路更宽了，路灯更亮了，景色更
靓了，乡村更美了，村民们也更加认可我们
了。”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今
年，平天村结合平天村独特的区位优势，科学
合理利用天然水源、闲置土地等村集体资源
的特点，组织党员反复开会，上门听村民意
见，集思广益，在桥山街道办和县农业农村局
的支持下，村“两委”最终决定，采取“党建+村
集体（公司）+村民”的模式，成立黄陵县益森
水业有限公司（纯净水厂），发展产业经济，预
计年产桶装水 10万桶，建成后预计纯收益可
达50万元。

公司采用利益联结机制，收益净利润的
50%用于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发展和村公益性
事业，30%用于公司设备更新、规模拓展，20%
用于群众分红。同时，还优先雇用脱贫户及
困难群众务工，提供稳定就业岗位，为脱贫
户、困难户在大病、大灾等方面进行临时救
助，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平天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各
项运营管理制度健全，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
源，把村子优质水源变成“活资本”，自身“造
血活血”功能不断增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多元化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张田海计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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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农家乐生意火爆

走在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白墙灰瓦、小桥流水、古树人家让人记住了那份萦绕
心头的乡愁。田野里、大棚中、农家乐里，村民正忙碌着，一幅产业兴、乡村美、旅游热的
美丽画卷映入眼帘。

近年来，白马滩镇立足乡村振兴，打造集休闲、度假、康养、露营、采摘、文化民俗等
为一体的“印象圪崂”田园韵味休闲旅游乡村，实现了农村变景区、农产品变旅游商品、
农民变旅游从业人员的巨大转变，2019年，神玉村被评为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一座
颜值与内涵并存的小镇正在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

八月的白马滩，道路两旁花儿竞相开放，清澈
的河流穿村而过，农家小院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
林中，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花草丛生，彩蝶飞舞。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啦！博物馆、
乡村大舞台、田园广场修起来了，连厕所都是 3A
级标准化的……在美丽乡村建设之前，我们村子
里还是存在杂草丛生、柴火乱堆乱放、墙面乱涂乱
画等现象，现在发展旅游业，来的人也多了，大伙
都很自觉，不能给村里丢人嘛！”神玉村村民冯建
立说。

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村子美起来了，游客络
绎不绝，享受到旅游带来红利的人也越来越多
了。今年以来，借助石门峡漂流及神玉村美丽尧
头、“印象圪崂”东周古寨、千手佛寺精品旅游线，
累计吸引周边县市近2.3万人次，实现经济综合创
收350余万元。

近年来，白马滩镇坚持把完善基础设施和配
套公共服务作为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的重要任务之

一，充分发掘和利用神峪川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
文历史优势，将环境美化、人文提升和文化创意融
入生态旅游发展中，精细化打造一步一景具有乡
愁韵味的“印象圪崂、美丽尧头、山水碾子湾、古香
古韵古寨村”等集中连片人居环境示范点和综合
性国家AAA级乡村旅游景区，形成全域化、差异
化、本土化的乡村旅游新业态，让群众在乡村振兴
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此外，按照全县“首年集中力量建基础，次年
乡风文明再提升”工作思路，以垃圾污水处理、厕
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扎实开展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打造“印象圪崂、美丽尧头、山水碾子
湾、古香古韵古寨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使全
村呈现出古朴自然优雅的风貌，实现生态环境与
人居环境同步改善，以人居环境整治促进“全域旅
游”创建，让群众依托旅游成功转型，吃旅游饭，发
旅游财，享旅游乐，最终实现治理有效，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几年，我和老伴经常参加团队游，基本都
是去云南、内蒙古等外省，比较远。今年在黄龙县
白马滩镇神玉村就体验到了康养之乐，明年我还
要带更多的姐妹来这里的农户家多住几天！”来自
宝鸡的游客李香莲对神玉村的旅行体验赞不绝
口。

据介绍，该基地的打造极大地丰富了白马滩
镇旅游业态，提升了“印象圪崂”景区影响力，将群
众镶嵌在了生态旅游经济的产业链上，实现了农
村变景区、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农民变旅游从业人
员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依托旅游成功转型，达到集
体、群众和企业“三赢”目标，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刘增民就是白马滩镇发展乡村旅游的受益者
之一。借着“印象圪崂”这块活招牌，白马滩镇党
委、政府和村“两委”共同帮他出点子、搞策划，经
过一次次的探索、设计和规划，他家的农家乐生意
也红火起来了。

“我这个农家乐，夏季旅游 3个月就能挣 5万
余元，不仅不耽误家里的其他农活，还可以就近务
工，一年收入 10余万元不成问题。”提到自家的农

家乐，刘增民脸上的喜悦藏不住。现在，刘增民成
了村里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民俗户，带头开启了
村子的致富路。

近年来，白马滩镇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根据自
然、人文、历史等优势，整合圪崂村优势资源，建设
特色精品民宿，打造特色鲜明的“印象圪崂”，建成
了 6家特色农家乐。同时，该镇借助乡村大舞台、
漂流艺术节、啤酒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增加游客
量，村民通过特色小吃、特色农产品销售等，实现
经济增收，使乡村休闲旅游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
支柱产业。

2021 年，白马滩镇累计接待游客 28 万人
（次），辐射带动宾馆、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综合
收入1300余万元。

除了旅游业，神玉村按照“旅游产业支撑、主
导产业提升、特色产业补充”的发展思路，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打造蔬菜、野韭菜、野山葱等采摘园
100亩，羊肚菌种植园20亩，将采摘农业培育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满足游客们的不同需求，增加农户
收入。

2 深耕旅游产业 群众腰包“鼓”起来

看得见山水看得见山水 留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愁
——黄龙县白马滩镇发展旅游产业小记黄龙县白马滩镇发展旅游产业小记

通讯员通讯员 白杨越白杨越

●“印象圪崂”乡村大舞台

● 神玉村“印
象圪崂”农家乐

● 乡风文明一条街

●“印象圪崂”景区

1 改善人居环境 美丽乡村添“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