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沐浴冬日暖阳，穿行在同仁市保安镇幽
深的街巷里，脚下的青色石板和两面栉比相
连的土黄色院落，还有一步一景的文物遗址
……浓厚的军屯文化气息弥漫在村落每一
处，若不是那条由村口延伸的柏油路、如织的
车流和喧闹的商业街，定能给人带来“穿越时
空”的错觉。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56个
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1
月 18日，记者走进位于保安镇城内村非遗传
承展示中心剪纸展示厅，一幅幅精美绝伦的
剪纸整整齐齐挂在墙面上，摆在展柜里。每
一张出自保安镇民间工艺美术师、非遗剪纸
艺人之手的作品里，党的二十大报告“金句”
与各民族欢歌起舞的喜庆画面相映成趣，栩
栩如生。

“学习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文艺
界要带好头。我要制作出更多的金句作品，
在宣传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个美好的
新时代歌唱。”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在展示
厅，青海省民间工艺美术师、非遗剪纸艺人王
绍良开心不已。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保安镇人文景
观和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从事剪纸、书画等艺
术创作的民间艺人也很多，开发文化旅游大
有可为，这些年来，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乡
村建设上，让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跟上来，下一
步，将继续扬优势，在文化旅游和设施农业这
两篇‘文章’上下功夫。”保安镇党委书记赵菊
萍介绍，保安的地名由来可追溯至元代，迄今
已有700多年历史。历史上，历朝历代驻守保
安、屯垦戍边的营兵，为这片原以游牧为生的
土地带来了农耕文明，形成了保安堡“闲时为
农，战时为兵”的独特屯垦文化。

置身新时代，在日新月异的变迁中，保安
古镇借独具特色的军屯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人
文景观，成为同仁市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今，这一特色文化已演变为保安
镇对外展示的窗口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主
引擎。

立足这一优势，这些年来，保安镇将主要

精力用在乡村建设上，整合4100万余元资金，
实施污水处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美丽乡村
建设、电力改造、厕所革命、道路硬化等 11个
项目，为打造古镇旅游、实现乡村振兴夯实了
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基
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描绘了美好图景。

今年，城内村人居环境改善项目落地建
设，实施了农村院落外立面改造、屋顶防水、
雨污分流等项目，这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
变化，也让村民生活品质有了质的提升。就
在不久前，城内村雨污分流项目顺利竣工，每
家每户的新建洗手间也随之安装了热水器、
淋浴器、洗手池和抽水马桶，这让村民们乐开
了花。

侍奉 95岁的婆婆吃完午饭，同仁慢性病
防治院退休职工辛雪莲开始精心打理自家新
建的洗手间。搬回村里居住，让辛雪莲的退
休生活变得异常充实且充满乐趣，她打趣道：

“现在比以前上班的时候还要忙。”
清晨8时准时来到文化广场打太极拳，上

午打理院内的花草蔬菜，下午打乒乓球或者
到文化大院排练歌舞，晚饭后在亮堂的巷道
里散步个把小时，这是辛雪莲一天的生活，回
村以来的近一年时间，除了悉心侍奉老人，这
也已经成为她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课”，她点
赞道“环境变美了，生活条件提高了，很多退
休职工都像我们一样卖了城里的楼房，陆续
回到村里居住，目前大概有50人呢。”

在党委政府的指引和扶持下，乡村变得
宜居宜业，产业亮点纷呈，群众增收致富，村
民获得感、幸福感随之油然而生，人们将由心
流出的幸福感凝结成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
情，真情“告白”祖国，祝福祖国。

保安镇民间书法、刺绣、剪纸等艺术历史
悠久。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在镇党委政
府的组织下，老党员、老干部、书法爱好者和
各村的村民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巧手剪纸，
用“写、剪、评、展”歌颂党恩，为日益强盛的祖
国点赞，现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
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
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城内村
书法展示厅，映入眼帘的是民间书法爱好者
们精心书写的书法作品，他们用饱蘸激情的
笔墨自由挥洒，将一句句寓意深远、直抵人
心，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金句”融入每一件作
品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
展动力。”谈及城内村的发展，党支部书记贾
有林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屋顶分布式光伏、蔬
菜基地、村集体商铺，每一个项目的落地，每
一项产业的发展，都推动着全村由外而内发
生深刻的变化。

“再过几年，等西成高铁贯通时，高铁站
就要设在我们保安，我还听说高铁物流园区
和绿色产业园区都要落户保安，这对我们来
说是好消息，也是难得的机会。”贾有林信心

满满地说，城内村将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
头脑，推动古城旅游和设施农业这一优势产
业，争取在未来几年，依靠高铁穿境而过的
先决优势，将古镇旅游和特色种植业做得越
来越红火，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努力。

保安镇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开阔，土地丰
沃，被誉为“同仁粮仓”，在同仁市“菜篮子”工
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位于隆务
河畔的蔬菜种植基地，400余栋温室大棚一栋
挨着一栋，菜农们正忙着为新播种的蔬菜搭
藤架。贾有林介绍，基地通过城内村和城外
村流转土地而建成，随着基地的发展，村民有
了就近就业的平台，也由此增加收入鼓了
腰包。

如今，还是那块地，却不再贫瘠，变身文
旅融合的景区；还是那栋老房，却换了新颜，
变成充满乡愁的民宿；还是那些村民，却有了
新的身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保安镇不
断推进产业发展新格局，重塑美丽村庄新面
貌，种下乡村振兴新希望……

道不完古镇新韵 诉不尽和美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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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文 / 特邀记者 公保安加

“今天天气好，走，我们去养路！”近日，
在河南县宁木特镇夏拉村的微信群里，支部
书记旦乔扎西一声吆喝，大家纷纷响应。你
带锄头，我带铁锹，有人开汽车，有人骑摩托
……不一会工夫，一个由村民自发组成的

“护路队”就带着工具出现在夏拉村到宁木
特村的各个路段，铲淤泥、铺砂石、检查路
基、清理杂物，忙得不亦乐乎。

“公路没有修通前，村里谁家有人生病
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医院，特别不方便。现在

公路建成了，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镇
上，我们打心眼里高兴。村里让我们养护公
路，我们都愿意来。”家住夏拉村的牧民扎多
面对正在修整的村路难掩喜悦之情，他正拿
着铁锹和村里的群众一道忙着铺设沙土。

夏拉村位于宁木特镇东部，距离县城 56
公里，村级道路因地势高、沟壑交错，雨天积
水、晴天积灰，有些路段一遇到雨雪天气，就
变成了坑洼难行的淤泥路，给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了诸多不便。

了解到群众的诉求后，旦乔扎西立即召
开村民大会，组织动员全村党员干部、牧民群
众加入养路护路劳务活动中，解决村内道路

“通而不畅”的问题。“修路容易，后期维护难。
政府帮我们把路修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爱
护和维护它，因此一说起维护公路，村民们都
积极踊跃参加，都愿意出一份力气。”他说。

一声召唤，群起响应。全村党员和群众
出人出力、跑前跑后，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
平。挖掘机不停地进行道路地基平整，压路

机也来回碾压，把刚修整的路面压紧压实。
在30余名村民的齐心协力下，一段泥泞不堪
的公路不一会就变得平整了起来。在阵阵
忙碌声里，夏拉村演绎出一曲“党员群众齐
心共建美丽新农村”的修涵筑路“交响乐”。

道路通，百业兴。在基层党组织领导
下，夏拉村道路条件日益改善，牧民群众走
上致富路，生活越过越红火，院坝里的汽车、
皮卡车和摩托车各有特色，走进屋内，无线
宽带连接的电视机播放着连续剧。

宁木特镇党委书记斗格加告诉记者，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全面启动
后，宁木特镇结合实际深入群众开展“为民
办实事”工作，积极了解群众诉求，从细节入
手，从做好一桩桩小事为“切口”，真正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盼”。

“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体现到做好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之中，落实到人民致富事业中，
让群众在点滴变化中体会幸福感。”斗格
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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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保安镇下庄村。 记者 张海麟 摄

村民“护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