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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抗战老兵党性教育基地开展特色文旅活动，吸引游学研

学。积极开展招商合作，与华山旅游集团西安公司多次磋

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推动旅游开发进入新阶段。

四是推进就业帮扶。积极宣传就业促进政策，组织

村民参加“春风促就业、送岗暖人心”活动，推介雁塔区

“猫头鹰”就业务工信息平台，落实脱贫户及三类户交通

补贴，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鼓励在镇社区工厂就业。

（三）挖掘文化资源，助推文化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灵魂。发挥陕西省

社科院智力优势，深度挖掘特色文化，弘扬传统文化，

承继红色文化，以文铸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一 是 创 建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示 范 。 推 动 成 立 了 瓦

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协会，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纳入

村规民约。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政策宣传，近一年多

来，举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题培训会4次、院落政策

宣讲会5次，播放宣传片10余次。开展传统文化传承活

动，开放村史馆举办村史教育10余次，依托抗战老兵党

性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近20次，2023年4月组织茨沟小

学200余名师生参加的“再踏红色足迹”“红星向党，颗

颗闪亮”系列红色教育活动影响深远。

二 是 挖 掘 乡 村 特 色 文 化 。 发 挥 驻 村 人 员 专 业 技 术

优势，指导安康华肇微史公司编写《瓦铺村志》，系统

梳理传统村落文脉；整理盐丝古道、古寨古树、文物古

迹、传统民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户档资料；陕西省社

科 院 王 晓 勇 副 研 究 员 主 持 的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道 与

路：陕南安康地区寺沟古商道对丝绸之路的贡献研究》

结项，为研究寺沟盐丝古道文化积累了丰硕成果。

三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扶智扶志相结合，以

教育引导、现身说法、典型示范，鼓励自强自立，艰苦

奋斗，推动村民思想由“等要靠”向“行干创”转变。

推进道德评议崇善德，按季度选树表彰了余祖安、唐章

海、胡德兴等一批新民风道德模范和勤劳致富典型。推

进 文 化 传 播 扬 正 气 ， 开 展 了 “ 和 畅 乡 风 ， 文 明 瓦 铺 ”

“知村史，爱家乡”“瓦铺大学生集体升学礼”等系列

活 动 ， 开 展 红 色 “ 家 风 家 训 ” 教 育 ， 弘 扬 抗 战 老 兵 精

神。推进文明创建提素质，举行了“2022年安康市市级

示范性戏剧进乡村惠民演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阵地，开展了学法普法、文化放送、群众体育、美化

家园等月度活动，潜移默化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四）优化环境治理，建设和美乡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是底色。瓦铺村坚持生态

理念，强化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做好巩

固衔接工作，推进建设生态宜居和美瓦铺。

一是科学推进综合村庄规划。以国家传统村落政策

支持为契机，高标准启动《瓦铺村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

规划》，总体谋划村庄建设与布局，统筹生态保护、产

业发展与乡村旅游，科学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二是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出资修整空板路、缺失护栏，开展粪污治理、河道

垃圾清理活动，推进29户厕改；支持新建分类垃圾房，

组织沿途绿化美化；推进屋前屋后“三堆六乱”整治，

选 树 “ 美 丽 家 园 ” 典 型 发 挥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 2 0 2 3 年 1 0

月，瓦铺村第一批宜居农房改造示范点项目启动，后续

将集合厕改、综合整治等项目，对全村传统村落风貌进

行整体性改造提升。

三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行“321”社会治理机

制，构建“1150”基层治理网格，分类开展公共服务，

网 格 员 上 门 排 查 及 时 服 务 ， 有 效 提 升 群 众 社 会 服 务 水

平。推进平安瓦铺建设，坚持常态化红袖章队伍巡逻，

宣传开展安全生产、安全交通、防汛防滑、反诈骗等活

动，有效保障村民人身财产安全。

四是做好巩固衔接工作。陕西省社科院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坚持每半年来村调研指导工作，督促“四支队

伍”以网格为基础，宣传落实好衔接政策，确保教育、

医疗健康、饮水安全、住房安全政策全部落实到位，高

效提供互助资金、小额信贷等金融帮扶政策。督促实施

防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执行周排查月研判，强化

监 测 预 警 ， 全 村 “ 三 类 户 ” 1 0 户 2 7 人 ， 全 部 明 确 责 任

人，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及时实行销号管理，坚决守

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五）倾力倾智帮扶，激发发展动能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省

社科院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发挥单位职能及智力资源优

瓦铺村入选第六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图为瓦铺村胡家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