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位于县城南15公里处洛河沿岸的府村川口，面向公路，背靠环山，因地形
而得名，是三道川的咽喉，是历史上著名的“雪地讲话”旧址。

近年来，道镇党委全力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村“两委”紧紧把握这一机遇，围绕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树立“支部强、民心聚，产业兴、环境美”的发展思路，“问事、说事、议事、办事、评事”的协商制度正
在发挥作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居民关心的大小事，构建起了激励村民敢担当有作为的长效机制。

3
责任编辑/朱佳雨 视觉/李延庆 组版/王艳 校对/石芳蔚

县域纵横
2024年11月11日 星期一

杨安乐是延长县退耕办职工，热衷于收藏红色革
命历史文献资料。多年来，他在自身收藏的同时，相
继为省、市、县捐赠了百余件藏品，受到了藏界和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10月 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管理处举行文
物捐赠仪式，接收杨安乐捐赠的 1946年农村土地执
照、农业税完税证和牲畜交易税票3件革命文物。

“藏品来自民间，我很高兴将这3件文物捐赠出来
被更多的人看见，希望这 3件文物能在这里得到更好
地保护和利用。”杨安乐高兴地说。

据了解，杨安乐捐赠的1946年农村土地执照是陕
甘宁边区政府土改的实证；1946年农业税完税证是陕
甘宁边区政府首次实行农业税征收粮食为税的实物；
1946年牲畜交易税票则是民间进行牲畜买卖后的完
税凭证，更是边区税务票证实物。

“非常感谢杨安乐先生捐赠的3件革命文物，让其
在这里发挥应有价值，不但丰富了我们陕甘宁边区政
府旧址管理处的文物藏品，同时也为更好地传承和保
护革命文物奠定了坚实基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管理处主任白晓峰说，“希望更多的民间收藏爱好者
积极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真正让文化遗产

‘走’出来、‘活’起来。”
传承与保护显价值，收藏与奉献现无私。多年

来，杨安乐先后收藏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信札、票证、
纸币、报纸杂志、书籍、铜墨盒、纪念章等各种红色革
命历史文献资料，同时在《中国红色收藏》《延安日报》
《延安文化》《延安史志》《延河水》等报纸杂志发表多
篇红色收藏与研究的文章。

“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我以后会不断加强学习，
继续收集整理民间更多有价值的革命文物史料，让大
家在文物中感受历史、传承文化，让红色延安这张名
片传得更远、叫得更响亮。”杨安乐说。

市井人生，没有烟火气，人生便是一场孤独的旅
程。在中国的美食版图上，烧烤作为一种独特的烹饪方
式，深受广大食客喜爱。在延长县人的心中，如果烤肉
有“身份证”，那一定是延长烤肉。

说到延长烤肉，撇不开那一把一把油香四溢的肉
串：猪肉、羊肉、鸡翅、猪蹄、鱼串……无论你的胃爱好
什么样的口味，在烧烤摊上都能一次性得到满足。甚
至还有这样一句调侃，“在延长没有什么是一顿烤肉
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两顿。”虽是笑谈，但也道出
了人们对延长烤肉的认同。

延长烤肉味道以鲜辣嫩滑为主，食材都是猪牛羊
肉居多，各家店基本都是以烤猪肉为特色，选用本地
新鲜的黑毛猪，薄厚均匀的猪肉穿过竹签，佐以辣椒
椒盐，经历炭火的多番洗礼，香味绵延，升腾起独属于
延长人的热辣滚烫。

在做好传统味道的同时，延长人也从未停止过创
新的步伐。唤醒所有顾客的味蕾，延长烤肉还有“十
八般武艺”，油泼榨菜、砂锅、面皮炒锅巴、卤鸡爪、豆
角擦擦……既包容多元，又突出本地特色的各式菜色
凸显着延长的民俗风情、烹饪智慧、饮食文化。

一串肉、一杯酒，烤肉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文
化、一种情感、一种交流的方式。谈天说地、有滋有
味。一张方桌、几把座椅，便是人们了解延长文化的
一扇窗口。

近年来，延长县被誉为“石油名城”“瓜果之乡”
“美食家园”，作为延安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延长烤肉也朝着“标准化、连锁化、数字化、品牌
化”大跨步迈进。延长县出台了相关政策、成立延长
烤肉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为延长烤肉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政策保障。

此外，延长县还成立了烤肉协会。截至目前，全
延长县共有43家规模化烤肉店，安城内有延长烤肉店
30家；西安20家，省外20余家。现有会员68人，延长
烤肉县级非遗传承人26人，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年
产值突破3亿元。

延长县积极注册商标、设计形象标识、规范门店经
营，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等方面也做了大
量的工作，以进一步提升延长烤肉产业的规模和效益。
延长县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张超介绍说，后期延长县将谋
划建设延长烤肉产业园区，培育生猪屠宰加工，串肉、调
料加工、烤肉预制菜、餐具包装、冷链运输等企业。培育
延长烤肉产业链，打造更具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更富冲
击力的营销活动、更有吸引力的文旅业态，培育文旅领
域新质生产力，扎实做好烧烤的“后半篇文章”。

延长烤肉中的热辣滚烫
通讯员 李浩楠

● 食客们品尝延长烤肉

本报讯（通讯员 袁妞）近日，延川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延川县城市
管理执法局、雷霆救援队和社管中心在
郭家塔社区开展“为爱弯腰，捡出美好”
垃圾分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旨在进
一步提升公共环境卫生水平，改善人居
环境，展示城市良好形象。

活动中，志愿者们给社区居民，沿街
商铺以及过往市民发放“为爱弯腰，捡出
美好”倡议书和垃圾分类等环保宣传手
册，并现场为居民群众讲解垃圾分类相
关知识，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
习环保知识，提高居民群众对垃圾分类

重要性的认识。
众多志愿者纷纷响应号召，大家手

持垃圾袋和工具，投入清理行动中，无论
是烟头、纸屑还是其他垃圾都被清理干
净，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确保垃圾得
到妥善回收和利用。

“今后，我们将积极开展更多的志愿
服务活动，号召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做爱护环境
的宣传者、倡导者和实践者，营造人人爱
护环境的良好氛围，为建设美好延川奉
献志愿者力量。”延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副主任袁振江说。

捡垃圾学分类
讲文明倡新风

近日，由甘泉县总工会、县图书馆
联合举办的甘泉县2024年农民画培训
班已结课。此次培训邀请了陕西省著
名农民画专家陈山桥老师授课，他为
40余名学员讲解了农民画的历史背
景、风格特点和表现手法等内容。在
培训课上，一幅幅富有陕北特色充满
生活气息的场景在她们的笔下跃然纸
上。近年来，农民画培训班学员的作
品屡屡在省、市及全国农民画展中入
选。

“今后，为更好地提高职工文化素
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让文化惠民活
动走进基层，我们将继续精心组织各
种培训，不断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推动甘泉文化事业的发展。”甘
泉县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金胜平说。

通讯员 范筱霞 摄

文化惠民
跃然纸上

找准群众诉求 协商出满意度

“我们村民给村干部说了这个事，
村上就真的重视了，今年6月份就开始
给我们解决吃水的问题。”

“就是啊，你们说水比较咸，我们核
实情况后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刚铺设好
管道，马上就让你们吃上放心的水。以
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反映哦。”

近日，村民卜世平和村干部聊天
寒暄，说到了村上安全饮水整治的效
率，卜世平不住地点赞。

象鼻子湾村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
“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活动，重在办
实事、解难题，实现有事敞开说，驻村干
部、村“两委”、村民代表坚持集中走访

“问事”与日常随机“问事”相结合，在走
访中了解村情民意。

象鼻子湾村发挥“说事室”作用，围
绕“身边小事、民生大事、发展要事”定
期拿出议题，按照小事“说完快办”、大
事“集体议事”进行分流处置，提出解决
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做到“事事有着
落、件件有回音”。明确“谁来说事”，搭
建说事平台。成立“说事”工作小组，说
事常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负责牵头组
织、统筹协调、推动落实。说事成员采
取民主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确定，推
选为人公道、责任心强、有威望的热心
人担任说事成员。每次说事时，结合具
体说事内容，从成员库中选择合适的成
员参与说事，通过发挥说事成员个人专
长，商议措施、化解难题。

该村同时借助“说事”，广泛开展讲
党史、书记讲党课、普法宣传等活动，有
效发挥议事协商作用。明确“成果如何
用”，确保说事实效。建立健全议事协商
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按照公家
事、大家事、自家事进行“三事分类”界定
责任类别，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能够解决
的现场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向群众说
明情况作出承诺，进入集体议事环节，做
到“大事同商、小事互通、难事共解”。

整合专业力量 矛盾纠纷巧化解

光伏扶贫项目需要租地建设，但是
很多村民并不愿意自己的土地出租，象
鼻子湾村党委一时间工作陷入了僵局。
后来，村党委组织村上部分村民去河北
考察学习，获得村民们的认可。“当时，我
们对土地租赁费用存在疑虑，村委会就
向县司法局申请了法律顾问，把当时每
亩700元的价格协商到亩产玉米500公
斤计算，根据每两年的市场价来定，现在
每亩土地1325元的租赁费，这下，我们
都放心了。”村民张延新说。

象鼻子湾村村干部们走进田间地
头、村头村尾，推动议事协商更加灵活、
更接地气、更有实效，切实拓宽了解决
群众疑难问题的新途径。村“两委”对
村里各项工作的职责进行细化，对办公
流程进行完善，制定《象鼻子湾村日常
管理制度》，建立便民服务大厅。

不仅如此，村干部主动认领议事
中涉及土地流转、红色旅游协调、困难
群众帮扶等民生实事 12件，先后建成
千亩光伏扶贫基地、千亩山地苹果基
地、农光互补食用菌基地和红色文化
旅游体验村，并率先在全县探索“光伏
板下经济”，实现土地的二次利用。

象鼻子湾村聚焦发展村集体经济，
围绕产业、红色村环境整治等重点任务，
建起食用菌棚23座，培养菌棚10座，配
套深加工设备1套，年可生产菌棒50万
棒，一块地实现了“土地流转收入+务工
收入+集体分红”3份收入。党员办事聚
焦“突破点”。通过结对共建、资源共享
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参与
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举办“听民声、议民
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文艺演出。以

“雪地讲话”旧址为依托，充分利用红色
美丽村庄建设资金和县级配套资金
1000余万元，建成集餐饮、培训、民宿为
一体的红培营地，上半年接待研学团队
120场次，接待人次2万余人次，提供就
业岗位30余个，真正将红色资源转化为

强村富民的绿色优势产业。

注重民意评价 切实解决问题

象鼻子湾村把民意评价作为开展
议事协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完成
情况评价、成果成效评价、满意度评
价，把“标准”定出来，建立长效机制。

公示评。群众对协商结果落实情
况进行评价，做到一事一评、即办即
评，通过村务公开栏，对议题选定、审
议、解决等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
督，使议事成果真正得到落实。

效果评。象鼻子湾村“两委”每季
度安排一天进行集中“评事”，主要评
议红色旅游、产业落实、项目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办事成效，督
促议事协商会发挥作用，切实为村民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满意评。村民对“村民议事”落实
成效进行满意度综合评议，由村“两委”
向村内党员和群众代表通报问事、说
事、议事、办事情况，由村党支部组织参
会村民对村委会本季度工作的开展情
况进行满意度调查，评价结果作为村干
部差异化考核和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

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两委”带头、
党员示范、村民参与，通过村民议事协
商，以“问”的精准、“说”的公开、“议”
的规范、“办”的成效、“评”的助推，切
实让群众感受到“话有地方说、苦有地
方诉、理有地方说、事有人去做”，搭起
了群众“连心桥”，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幸福感。

有事好商议，“商”出了和谐邻里，
“议”出了幸福升级。“五事”创新实施
以来，协商解决各类问题27件，其中解
决急事难事 4件，村级发展大事 3件，
协调化解矛盾20件。

象鼻子湾村2020年入选全国首批
红色美丽试点村，2021年被评为省级
标准化示范村，2023年被中国美术家
协会确定为首个“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文艺志愿服务实践点。

“商”出和谐邻里“议”出幸福升级
——甘泉县道镇象鼻子湾村推行“五事”议事法

通讯员 范筱霞

杨安乐：“我很高兴能让
文物被更多的人看见”
通讯员 李忠毅

● 村“两委”组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 村干部为村民解决排水难的问题

●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议事协商

● 杨安乐捐赠革命文物仪式

● 志愿者清扫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