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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您就在这儿晒太阳，我去弄饭。”近

日，陕西省岚皋县南宫山镇龙安村村民兰杰推

着轮椅上的婆婆走到院坝，端着准备好的温水

和切好的苹果，凑在婆婆的耳边说。

兰杰是村里有名的贤惠媳妇，她不仅毫无

怨言地伺候瘫痪的婆婆，还积极参与村里组织

的各项活动，传播孝悌文化。

岚皋县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弘扬新民风、培育孝义工程、倡导“四

美民风”为导向，把“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落实。

为扎实推进“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

龙安村结合“道德模范”“最美庭院”“文明家

庭”以及“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定期召开

道德评议会，开展爱心超市积分兑换活动，评

选推荐先进典型，张贴“红黑榜”，用群众身边

的榜样影响群众，实现“评议一次、影响一群、

带动一片”。

然而，在2021年龙安村刚开始评选“红黑

榜”时，个别村民还不大理解：“虚名换得了几

斤油盐？”但随着时间流逝，做好事、当好人悄

然成风，每个季度评选“红黑榜”时是村里最热

闹的时候。

“18分刚好能换一瓶酱油。”龙安村二组村

民许辉星拿着“道德银行”存折笑着说，在村里

孝敬老人、做好事都可以积分。

文明的密码无须远求，好民风就是好风

景。去年7月，一场暴雨过后，河滩上堆满了树

枝与垃圾。村支书李永召赤脚踩进冰冷的泥浆

里挥锹，在他身边，近20名村民或拿铁锨或用

双手，和他干在一起。

“一月一主题、一周一活动”，龙安村积极

推行“志愿服务+”模式，搭建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平台。每年“五

一”“十一”前，龙安村村民都会积极参与镇上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南宫山景区、巴人部

落等多个区域为游客提供道路指引、秩序维护

等服务。

“过去是‘干部干，群众看’，如今变成‘干

部群众一起干’。”李永召说，村上围绕理论宣

讲、环境整治、助残扶弱、文化宣传等方面组织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带

头示范，吸引广大村民参与。

龙安村盛产茶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龙安村主抓“一村一品”，通过党员干部示

范带头、规范采摘技术、统购统销等方式，带动

全村95%的农户种植茶叶，发展茶叶种植大户

20户，成立茶叶加工厂6家，推出“龙安碧璇”

“南宫毛峰”“巴山芙蓉”等茶叶品牌。如今，龙

安村全村茶产业年产值近200万元，75%的农

户端上了“茶饭碗”。

龙安村的茶产业不仅鼓了村民的钱袋子，还

悄然滋养着山乡的精气神。随着腰包渐丰，村民不

再为了生计奔波，开始追求技艺的精进与文化的

传承。在茶艺培训班里，年轻人指尖翻飞，学习古

法制茶技艺；村里的活动中心，老年人用传统调子

唱着山歌，将祖辈的智慧编入新词……

今年5月，龙安村获得“全国文明村镇”荣

誉称号。南宫山镇党委书记陈雷表示，镇上将

推广龙安村的经验做法，定期开展道德讲堂活

动，邀请村里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进行事

迹分享，感染村民，激励更多村民积极效仿，形

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干部群众一起干”
——陕西岚皋县南宫山镇龙安村推进“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

◎ 陈博郑斐

● 评选“红黑榜”，用群众

身边的榜样影响群众，实现“评

议一次、影响一群、带动一片”

● 推行“志愿服务+”模式，

搭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

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平台

● 主抓“一村一品”，茶产

业不仅鼓了村民的钱袋子，还悄

然滋养着山乡的精气神

陕煤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完善企业健康管理机制

本报讯（倪小红 王昕）今年以来，陕煤

黄陵矿业一号煤矿以“科学运动+营养膳

食+健康管理”三位一体模式，精心打造员

工专属的“健康加油站”，助力员工以更强

健的体魄投身智能化矿井建设的浪潮。

为做好职工体重健康管理工作，该矿设

立“健康进步奖”，实行“个人积分＋团队荣

誉”双轨奖励制，为坚持运动、在健身过程

中取得显著进步的职工奖励实用的运动装

备；利用智能健康一体机，常态化为职工提

供全方位、高精度的身心健康评估，实时监

测职工的血压、血氧、心肺功能等关键生理

指标，并根据每位职工的健康数据提供个

性化的建议，帮助职工制定科学合理的体

重管理计划，让职工的体重管理变得更加

科学与高效。

四川绵阳市
持续用力

文明版图越扩越大
◎ 郭若雪

今年5月，四川省绵阳市蝉联5届“全

国文明城市”称号。在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周期中，绵阳文明版图持续拓展：北川

羌族自治县成功跻身全国县级文明城市行

列，至此，绵阳全国文明城市数量达到 3

个，总数居四川全省首位；新增8个全国文

明村镇，累计创成全国文明村镇30个；新

增12个全国文明单位，累计创成全国文明

单位39个；新增2户全国文明家庭，累计

创成全国文明家庭4户；新增3所全国文

明校园，累计创成全国文明校园6所。

文明城市创建，不仅强健了绵阳这座

城市的筋与骨，培育了城市的灵与魂，更凝

聚了城市的血与肉。近年来，绵阳上下齐心

协力，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统筹推动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致力于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用心善治，提升城市温度。绵阳动态

修订完善绵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大

体系”，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持续推动“门前五包”特色工作，积

极吸纳各类群体全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共同打造清洁优美、文明有序的城

市环境。

共建文明城，共绘同心圆。绵阳打造“文

润绵州·情暖万家”品牌，扎实开展各类文

明创建活动200余场次，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进一步夯基固本、扩面提质；按照“五有”

标准，提升改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个、

文明实践所18个、文明实践站160个，打造

文明实践点（基地、广场）1034个，探索建立

小区、楼宇、单元邻里互助队和村民互助

会，推动亲帮亲、邻帮邻，实现文明实践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

从“一处美”到“全域美”。绵阳组织开

展“乡风文明十大行动”“文明新风润绵州”

等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建

设、家风家教宣传教育活动1.2万余次，创

作推出倡新风文艺节目 50 个，广泛开展

“银龄计划”“童伴妈妈”“春雨助残”等品

牌活动。

绵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

市政基础设施品位，完善公共交通、供水供

电、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15分

钟便民生活圈”，游仙区涪江街道韩家脊社

区就是其中一个真实案例。

曾经，这里固定文化活动场所紧缺，社

会治安混乱，居民苦不堪言。为彻底解决这

些问题，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社区以

集体闲置资产入股形式打造“1921爱心列

车”，涵盖“爱心超市”“爱心食堂”“爱心义

诊”等服务内容。如今，“爱心发屋”里，居

民愉快地在这里洗剪吹；“邻里万事帮”房

间内，大妈正在配钥匙；旁边的“爱心超市”

里，购物的居民络绎不绝……“一站式”服

务开在家门口，韩家脊社区居民张华连连

称赞：“这里不仅涵盖了超市、农贸市场等

基本保障类业态，还有养生、休闲娱乐等品

质提升类业态。”

“城市的核心是人，关涉人民群众的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创建文明

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在城市

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绵阳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绣

花功夫”提升城市品质，以“工匠精神”雕

琢城市细节，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文

化品位和治理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宜

业、更有温度、更具魅力，让人民群众共享

城市发展成果。

在四川隆昌市石燕桥镇净土村，两

条共计 126 米长的龙坡窑宛如巨龙，静

卧于林间。窑口前，金林陶瓷厂董事长

邓双的身影引路，记者紧随其后，沿着

依坡铺展的长阶逐级而下。目光所及，

黄土泥砖砌筑的窑仓错落分布，窑内整

齐地陈列着大小不一、年代各异的陶

器。自小在窑边与陶土为伴的邓双，在

向记者介绍龙坡窑的历史时，指尖抚过

陶器，眼神里充满了别样的专注。这位

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海归”，如今已

是守护省级非遗隆昌土陶的代表性传

承人。他以一抔陶土为笔，在乡村振兴

的画布上描绘出了厚重的底色。

“保护龙坡窑可以，但也用不着辞去工

作啊！”父亲一开始表示反对，但邓双态度坚

决地表示，为了让有600多年历史的隆昌土

陶在传承中焕新，必须有人站出来，把文化

立起来，父亲最终被说服。

为了修复龙坡窑，邓双成了“抵押

专业户”，用自筹来的资金一点点“润

色”破败的老窑。村民们起初不理解，可

眼看着老窑翻新、新馆另建，关注的目

光便越来越多。

2022年，当展示面积达4600平方米

的隆窑遗产博物馆在旧窑边建成并揭牌

时，乡亲们终于看到：原来装酒的粗陶坛，

也能在展柜里泛出玉的光泽。

“老手艺不能只躺在博物馆里。”邓双

保护隆昌土陶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窑址的

翻新与器物的展陈，他带着工匠们跑景德

镇、访宜兴，把传统龙窑柴烧技艺与现代釉

料技术结合，在经历无数次试验与失败后，

如今加入特殊“配方”的陶土，也能烧出如

梦似幻的一抹蓝。

创新的同时，还有改进。早在修复老

窑之前，邓双就已经开始组建团队，研究

如何提升制陶效率，摸索出的“刀压制

坯”技术，可以让老师傅们从原先一天一

人只能做1个半容量1000L的陶坛，提升

至做 20个以上。对此，58 岁的老师傅罗

先贵最有感触，这个曾因腰伤差点放弃

制陶的老工匠，如今不再需要每日弯腰

拉坯。工作台前，罗先贵聚精会神地修坯

绘纹，阳光洒在他的肩上，老人和老窑一

起重焕光彩。

古技创新焕发光彩

“海归”回村“玩泥巴”

邓双与非遗土陶邓双与非遗土陶的的乡村新生记乡村新生记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朱乔朱乔明明施华琼施华琼

2020年，邓双踩着碎陶片走进净土村

的龙坡窑时，雨水正顺着塌陷的窑顶往下

渗。在他还是孩子时，父亲曾在这里烧制陶

罐，可后来，整座窑如同垂暮的老者，在时

光中摇摇欲坠。

站在窑内的邓双，眼前的破败景象与

曾经的触动情节相交叠。“你们中国的宝贝

那么多，为什么跑这儿做研究？”那是他在

留学时导师说的一句玩笑话，却像一根刺

牢牢地扎在他心里。

隆昌土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已有

600多年历史。这个“土陶之乡”，在现代

化浪潮中渐失光彩，58 条龙坡

窑中的绝大多数蜷缩在山坡上，窑

仓坍塌，荒草没膝。站在破败的龙坡窑

前，邓双于那一刻突然听懂了泥土里的

乡愁：走过了那么多地方，最该守护的，

是那抔带着隆昌体温的陶土。

眼前的萧条，让邓双下定了决心，制定

了规划。

当邓双递上辞职信时，很多人表示不

解：“放着稳定的大学老师工作不干，回村

‘玩泥巴’？”面对大家的质疑，他没多作解

释，只是一头扎进了修复龙坡窑的烟尘里。

一抔陶土召唤乡愁

罗先贵的儿子罗刚，曾经在工地开挖掘机，如今

走进了博物馆做陶艺，还时常指导前来研学的学生体

验制陶技艺。记者走进博物馆的陶艺工坊时，罗刚手

里的陶坯正慢慢转成一只花瓶，颈口的弧度和龙坡窑

的曲线相互呼应。

和罗刚一样从工地、田间走进陶瓷厂、博物馆的村

民，在石燕桥镇有200多人。他们大多数经过免费技能

培训后成为制陶技工，每月可以拿到约六千元的工资。

邓双算过一笔致富账：厂里年产七八万只陶坛，专供茅

台、五粮液、洋河等酒企，光这一项就能带动村民人均

年增收5万元；设计团队不断研发的文创产品，一年的

产值超过100万元；更让人欣喜的是博物馆带来的“流

量”——研学的学生、来体验制陶的游客，让村里的农

家乐火了，文旅融合的路越走越宽。

目前，净土村通过隆窑遗产博物馆引流，已接待游

客超10万人次，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新增的岗位也更

加多元，不仅有研学导师，还有网络主播。从广东回乡

的“95后”盼盼过去是一家工厂的仓库入库员，这个曾

经面对镜头很紧张的姑娘，现在能对着镜头畅谈龙坡

窑的历史，单场直播能卖出2万元的非遗体验票。

“四川省突出贡献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助力巩

固脱贫 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先进个人”……荣誉与

表彰纷至沓来，而37岁的邓双心里装着更大的计划：未

来，他想进一步推动村里的“陶+茶”产业融合发展，让更

多人看见，“玩泥巴”不是“没出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

艺，也能在新时代长出腾飞的翅膀。他还想把隆昌土陶

带出国门，让世界看看中国手艺人的匠心。

窑火跳动，映在邓双眼里，像极了他小时候在窑

边看到的光。只是这一次，这束光不仅照亮了龙坡窑

的土砖，更照亮了乡村振兴的路——那是有着600多

年文化积淀的隆昌土陶技艺，掺着新时代的创新实

干，在这片土地上，越燃越旺的幸福日子。

（本组图片由施华琼摄）

窑火重燃焐热人心

质疑

“放着稳定的大学老师工
作不干，回村‘玩泥巴’？”

回应

“老手艺不能只躺在博物
馆里。”

计划

让更多人看见，“玩泥巴”
不是“没出息”，老祖宗传下来
的手艺，也能在新时代长出腾
飞的翅膀

工作中的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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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制陶中。

隆窑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