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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河清澈见底，犹如蜿蜒沟谷的玉带，铺展自然天成的

生态美景。5.5米宽、4.5公里长的“最美乡村公路”通

镇接村，10公里亮化水泥路全村贯通，干净清洁，分类

垃圾房时尚美丽，花草沿路装扮，瓦铺出行犹如步入生

态观景长廊。移民搬迁村民自建“小洋楼”宽敞明亮，

土坯石板房“白墙黑顶红对联”尽显传统优雅，农家小

院整洁有序，房前屋后菜园环绕，石坎梯田层叠，铺开

一幅传统村落美景图。尤其是伴随宜居农房建设及综合

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后，未来一两年内将覆盖全村主道路

可视范围内170户传统民居，传统村落风貌将实现更大提

升。三层800平方米的村委会大楼拔地而起，端庄靓丽，

实现村务办公现代化。630平方米的村民活动广场、健身

器材齐备，百姓大舞台集结欢声笑语，成为村民健身锻炼

休闲的“文化大舞台”“生活大舞台”。新建标准化卫

生室“四室分离”方便就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

文体用品齐全、农家书屋图书丰富，村史馆古朴典雅，

生动展示瓦铺历史与民俗风情。昔日封闭落后的小山村

发生巨变，焕然一新，成为陕南山区巨变的一个缩影。

（三）乡村文化特色鲜明，精神文明之花绽放

在 陕 西 省 社 科 院 的 大 力 推 动 下 ， 瓦 铺 村 文 化 发 展

成效明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新民风建设持续推

进，文化活动润泽民心，村民展现崭新精神风貌。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成 效 显 著 。 瓦 铺 村 获 批 第 六 批 国 家

级传统村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进入更高阶

段。《瓦铺村志》系统梳理瓦铺历史文脉，记录村落发

展变迁，延续村庄文化记忆。通过开展村史教育、红色

教育、家风家训教育，展演清酒非遗，优秀文化达到深

入传承弘扬。2023年5月，“汉滨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学习交流暨工匠培训现场会”第一站在瓦铺召开，现场

交流瓦铺在传统村落文化挖掘与传承方面的经验做法。

特 色 文 化 彰 显 魅 力 。 挖 掘 构 建 形 成 了 以 “ 生 态 文

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盐丝古道文化”为主的特色

文化体系。生态文化，秉承敬天惜物的生态理念，形成

以自然景观、陕南传统民居、绿色农产品等为主的生态

物 质 文 化 和 以 顺 应 自 然 的 循 环 生 产 模 式 、 低 碳 生 活 方

式、生态政策为主的生态制度文化。农耕文化，纳含农

事节日、民俗习俗，孕育了清酒美食文化。红色文化，

传承百岁抗战老兵惠德泉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忠贞不

渝的爱党爱国精神、孝勤俭和的传统美德。盐丝古道文

化 ， 构 成 于 向 正 向 善 的 宗 教 文 化 ， 诚 实 守 信 的 商 帮 文

化，多彩绚丽的秦巴民俗文化。

乡风文明蔚然成风。锣鼓队、广场舞、羽毛球赛、

书法辅导、优秀影片放送，多彩多样的文体活动极大丰

富了群众文化生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得

到有效遏制，移风易俗成效明显。社会风气清正向上，

抗战老兵“为国尽忠，为家尽责”的廉洁文化微视频广

泛 传 播 ； 余 祖 安 数 十 年 照 顾 瘫 痪 病 妻 不 离 不 弃 尽 显 美

德；胡德兴返乡规模种植魔芋创业的精神激励村民自强

求富；瓦铺村被安康市农商行评为汉滨区十三个之一的

信用村彰显诚信本色。“行干创”的精神状态和“艰苦

奋斗，创新发展”的求进斗志，成为新时代瓦铺精神风

貌 最 好 的 注 脚 。 文 明 乡 风 、 良 好 家 风 、 淳 朴 民 风 “ 三

风”传遍瓦铺角落，2022年，瓦铺村被授予安康市文明

村荣誉称号。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驻村帮扶工作队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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