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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政策好，要好好往前跑”“现在环境变得这么好，就更要努力
过好日子”……行走在黄龙县白马滩镇各个村落，一句句饱含深情的话
语表达了群众的心声。今年以来，黄龙县白马滩镇以乡村振兴示范镇
建设为抓手，紧跟县委、县政府指引，党委谋划、支部带头、干群齐心，五
级联动，“强底子”“靓面子”“美里子”，坚持“内外兼修”，实现了从“一处
美”到“全域美”的华丽嬗变。

从“注重形式”向“强化责任”转变

“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出了门就是绿水青山，宽阔的大马路，别提
多舒坦了，这多亏了党委、政府的好政策。”尧头村村民王俊红一脸满
足，“去年村里还新建了文化广场，添置了健身器材，人气大涨，越来越
热闹啦。”

据悉，白马滩镇依托“印象圪崂”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聚焦村级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在碾子湾村、尧头村、神玉村等公路沿线
村庄集中共建，扎实开展“六乱”整治、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自来水管网铺
设、污水管网铺设、河道清理等专项行动，大力推进村庄绿化、道路硬化、村
庄亮化、家庭美化、圈厕净化“五化工程”，使村村优美、户户整洁，夯实了美
丽乡村建设基础，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村里有了‘夜景’，我们有了‘夜经济’，来这里体验农家住宿、农家
饭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提到“印象圪崂”景区亮化升级后的“红利”，神
玉村村民刘增民笑得合不拢嘴。2022年，白马滩镇投资20万元改造升
级了乡村大舞台灯光音响设施，并且设计铺设了亮化带、亮化灯，村里
更靓了。“村民有了休闲好去处，游客也被大舞台、篝火吸引，慕名而来
的越来越多。”和刘增民一样享受到农文旅融合效益的村民有32户，提
起村里近几年的改变，大家无不称赞。

从“演独角戏”向“众人合唱”转变

“以前，这条河又脏又臭，垃圾乱飞，现在不一样了，河堤修葺了、河
道整治了，河水清澈见底，步行道宽敞又平坦，晨跑、散步的人还挺多！
还是摸鱼捉虾好去处呢”说起村里环境的变化，白马滩村村民杜武贤脸
上洋溢着笑容。

今年以来，白马滩镇将白马滩村的白东、白西两个小组统一科学规
划，大刀阔斧地对村容村貌进行整体提升，党员干部带头抢着干，拆违

建、整卫生、建广场、修河道、栽绿植、打造党史学习基地……各项建设
工程快速推进。安装“猎鼓之乡”路灯30盏、栽植绿化树300棵，铺设雨
污分离网管 2000米、干线下地管网 1200米，自来水管 1500米，修缮外
立面5000平方米，硬化巷道3000平方米等，实现了“脏乱差”到“美丽整
洁”的华丽转身，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白西村主村道上没有垃圾桶，这是村党支
部在收集群众意愿交镇党委会研究后作出的保护日常环境、维护生态
文明的新举措……”村党支部书记陈红京介绍道。据了解，白马滩村党
支部创新举措，安排专人每天开着垃圾车从每家每户门口经过，定时集
中清运生活垃圾，村民们不乱丢垃圾、自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好习惯
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改善人居环境，三分在建，七分在管。“全镇建立了‘乡镇干部包行政
村、村干部包村小组，村党员包困难户、十户联保’的四级网格工作制，组
建了528人的专、兼职保洁队伍。”白马滩镇主管人居环境的副镇长张惠
斌说，“我们已经将环境保洁和设施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并深入开展‘五
美庭院’‘最美村庄’等系列评比活动，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点上出
彩、沿线美丽、面上整洁的美丽乡村，让村民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

从“公共区域”向“农户庭院”转变

白马滩镇将人居环境提升与基层党建阵地建设相结合，以村规民
约推动移风易俗，提升农村精神风貌。“村子越来越‘美’了，咱们自己

‘小家’的环境也不能拖后腿！”村民冯继芳说到。党支部的主动作为，
大大提高了党员群众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由“要我干”转变为“我要
干”，五美庭院建设如火如荼。

“支书，我家房前的柴火堆子收拾整齐了，你看这次能不能评上‘五
美庭院示范户’，给我们也挂个牌子！”神玉村村民刘正芳，又动员带领
左邻右舍也行动起来，在她的示范引领下，村里又增了 12户五美庭
院。“现在我们村都形成了有活抢着干、比着干、一起干的好风气！”神玉
村党支部书记薛增文说。

截至目前，白马滩镇7个村已高标准打造228户五美庭院示范户。
据了解，今年全镇将全域打造五美庭院示范户，让五美庭院成为一种时
尚、一种潮流，达到全面开花的效果。美丽乡村的建设，不仅提升了村
庄“颜值”，也激发了村民创优争先的意识，使群众的精神得到洗礼和净
化，有力促进了村容村貌和乡风文明双提升。

初冬时节，走进吕家塬村，一排排房屋整齐
排列，一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一座座房屋错落
有致……整个村庄干净整洁、生机盎然，村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个灯节能还亮堂，夜里走路再也不用拿手
电筒了，这多亏了我们的第一书记啊。”“是啊，党
和国家的政策好，咱农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
头了嘛！”……这是村民对村上变化的真实评价。

为了让乡村风景更美、生态更优、环境更好，
张智虎积极思考，到处奔走，一直想为村民们改善
人居环境水平。张智虎首先从美化环境开始，村

“两委”班子动员全村开展清理垃圾和道路沿线防

护网改造工程。看着干净整洁的村子，村民很高
兴，“看着这么干净的路面，我们绝对不能随手扔
垃圾，我们更要随手把垃圾捡一捡。”当地村民董
平安说。

张智虎听到了很多群众都提到了夜间出行的
困难，他第一时间记在了工作本上。随后，张智虎
第一时间通过与延长县财政局、交口镇党委对接，
新增了30盏和更换了13盏太阳能自控路灯，很快
解决了老百姓夜间出行的照明问题，提高了村民
的居住环境和幸福指数。

“现在过的是城市人的生活，村里建得就跟公
园一样。晚上，巷道、广场的路灯都亮起来，孩子

们玩耍，老人们跳广场舞。这日子啊，美着呢!”村
民刘聪明说。

产业发展了，村庄变美了，张智虎开始想着让
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一些。经过与村“两委”
班子沟通以后，他们开放了党员活动室，组织开展
了有地方特色、群众参与性强的扭秧歌活动，深受
广大群众的喜爱。

谈到村上今后的打算，张智虎胸有成竹：“村
民的事就是我的事，今后我要继续在苹果产业上
做文章，大力发展苹果产业，提高果农种植技术，
提高产量和品质，增加果农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
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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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智虎帮助果农采摘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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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延长县交口镇吕家塬村第一书记张智虎

记者 乔建虎

乡村处 处 好风景
——黄龙县白马滩镇建设乡村文明工作小记

通讯员 王华 陈萌 记者 王静

“还是小张有办法，真是个好干部啊。”这是吕家塬村
百姓对第一书记张智虎的赞许。2021年8月起，张智虎
被延能集团选派到延长县交口镇吕家塬行政村担任第一
书记。驻村以来，张智虎与吕家塬村广大干群一道，抓班
子、带队伍、兴产业、促发展，迅速掀起农村改革发展热
潮，村民跟他的心连在了一起，对他的称呼也由“张书记”
变成了“小张”。

基层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农村富不富，关键
看支部。张智虎坚持把党建作为做好驻村工作的

“金钥匙”，来到村里后，第一时间将组织关系转至
所驻村，马上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心交心，摸清
吕家塬村的情况，倾听村民心声。

在张智虎的努力下，吕家塬村“两委”班子首
是从抓党建工作开始，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思

路，制定了村党支部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党支
部工作手册、村民议事制度和村规民约等。

张智虎针对原村党支部办公活动场所设施老
化、软件缺失、环境较差，阵地建设存在较大短板
等问题，及时向延能集团党委申请经费 7.5万元，
对党员活动室内外进行了返修和配备设备，彻底
改善了吕家塬行政村党支部办公活动环境。

“这个党教室，以前破破烂烂的，开会来坐下
土溜溜的，什么也没有的，现在在张书记的协调
下，我们的桌椅板凳都配备得非常好，他对党建工
作支持力度很大，很上心，现在我们村人的精神面
貌都有很大改变，总的来说，张书记驻村这两年以
来，对我们村作出了很大贡献。”村党支部书记刘
战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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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塬村属于典型的高山塬区村，位于延长
县城以北15公里处，辖区共有下吕、朱家窑科、上
吕、西塬、大王家塬 5个自然村，共 320户 959人，
共有土地面积 8300亩。村上的主导产业是山地
苹果，202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8000余元，主要来
源于苹果产业及外出务工等收入。

张智虎来到村上以后，始终坚持做到深入田
间地头、深入农户、深入群众展开调研，做好产业
帮扶工作。张智虎说：“村上的事情是最大的事
情，但是不能蛮干，要积极进行摸底调研，把问题
吃透，才能够做到有针对性地为老百姓干实事。”

“通过摸底调研，我发现村上果农对苹果种植
的技术就很有需求，于是我在今年春季协调延长

县农技人员到果园现场指导讲授果树修剪和嫁接
技术，受到了果农的欢迎。”张智虎说。

张智虎告诉记者，吕家塬村主导产业是山地
苹果，但因原通村道路属乡村公路，建设标准较
低，上塬道路存在多处急转弯，大车无法通行，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部分路段过窄，会车困难。同
时，苹果采摘销售季，果商借大型货车无法通行刻
意压价，苹果售价相较附近交通便利村售价普遍
低一两毛钱一斤，按全村苹果产量500万斤估算，
每年全村果农收入减少约50到100万元。

“道路问题是村民反映最大的问题，直接影响
老百姓的收入，所以村民强烈期盼能从根本上解
决上述问题。”张智虎说。于是他积极奔走，向集

团公司汇报了存在的修路资金问题。延能集团经
过研究决定向村子投资 30万元对上塬主干道路
和全行政村的8条生产道理进行改造和维修。

同时，张智虎还积极与延长县交通局对接协
商，出资 200余万元对塬上冬季冻坏的 10公里村
级沥青道路进行了维修，确保了村民安全出行和
苹果等产业的外销道路畅通工作。

提起刚刚修好的生产道路，果农杨跟兴很高
兴，他说：“因为这个路，苹果每年都卖不上价，现
在好了，张书记把我们山上的道路维修了，这个道
路一畅通，我们苹果的销量就好了，像今年苹果我
的卖到了3块3毛钱，去年才卖了2块6毛钱，今年
我的苹果大概总共下来收入10万块钱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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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圪崂”农耕文化主题巷道一角

● 美丽乡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