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备受栾川社会各界关注的
“栾川文化”“栾川符号”向社会公布。
2017年以来，栾川县面向全社会广泛征
集“栾川文化”“栾川符号”，经过精心筛
选与反复提炼，最终确定“栾川文化”主
要指：以伊尹、老子为代表的先贤文化，
以地方戏曲剧种、特色饮食为代表的民
俗文化，以“奇境栾川·自然不同”为品
牌的生态旅游文化，以“栾川好人”群体
为代表的“好人文化”。“栾川符号”主要
有六种：鸾鸟、伊河源、栾川老君山、中
国钼都、栾川印象、奇境栾川。

栾川文化

“栾川文化”是糅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融汇中原文化、河洛
文化等文化精华，在栾川特殊地理和社
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富有独特
个性的地域文化。

先贤文化

以伊尹、老子为代表的先贤文化对
栾川的发展影响深远。伊尹是商代杰出
的思想家、政治家，被称为中国“元圣”。
相传，栾川县栾川乡西河村漫子头（地
名）曾是伊尹的躬耕之地，如今附近已
建成伊尹公园、伊尹路等。老君山是道
家创始人老子的归隐之地，北魏至今均
有纪念老子的相关活动和传统文化、民
俗记载。如今，老君山建有老子塑像、

《道德经》名家书法碑廊、老子文化苑、
山顶庙宇群落等，每年举办老子祈福祭
拜大典。

民俗文化

栾川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老君山庙会、合峪滚缸会、戏曲剧种“靠
山黄”、地方民间文化等。其中，老君山
庙会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
年农历四月初八举办；合峪滚缸会是栾
川县合峪镇一带特有的地方习俗，每年
农历正月二十把家里的粮缸拿出来滚
一滚，祈愿来年粮食满缸，富裕美满；

“靠山黄”又称“靠山吼”，是栾川土生土
长的稀有戏曲剧种，被称为豫剧的“活
化石”；地方民间文化是栾川人民在长
期生产、生活中形成并流传的故事、神
话、传说、歌谣等。

旅游文化

栾川旅游文化已成为栾川的一张
名片。栾川县森林覆盖率达 82.4%，居
河南省第一位。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古树
名木形成了“豫西生态走廊”，栾川被称
为“中原天然生态园”和“中原肺叶”。该
县年平均气温 12.3℃，年平均降水量
848.4毫米，无霜期230天左右，独特的
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许多珍稀药材和
野生食材。“生态立县”被确定为栾川的
发展战略之一。近年，该县逐步形成了
以“栾川模式”“全景栾川”“奇境栾川”
为主要内容，以老君山、鸡冠洞、重渡
沟、龙峪湾、养子沟、抱犊寨、伏牛山滑
雪度假乐园、天河大峡谷 8 个 4A 级以
上旅游景区为载体的旅游文化。同时，
栾川获评首批“中国旅游强县”及国家
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目前，该县正
全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经济“绿色

增长”，努力让栾川蓝天常在、青山常
绿、碧水长流，让人民群众更加健康，生
活更有品质。

“好人文化”

栾川独有的“好人文化”，使其形成
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民风。近年，栾
川县立足基层，大力选树“栾川好人”。
截至 2017 年年底，该县先后评选道德
模范和身边好人 1400 余人次，72 人次
获市级以上道德荣誉，22 人次获省级
以上道德荣誉，12 人次获国家级道德
荣誉。同时，栾川通过推荐评选好人、宣
传学习好人、关爱帮扶好人、礼遇奖励
好人，形成了备受社会各界好评的“好
人文化”。

栾川符号

鸾鸟

栾川古称鸾州，因传说上古时期有
形似凤凰的鸾鸟在此群栖而得名。鸾鸟
是传说中的神鸟，有五彩纹，见则天下
安宁，是春神的使者、吉祥如意的象征。
鸾鸟已成为栾川的图腾，是栾川不可或
缺的文化符号。

伊河源

栾川是伊河发源地。陶湾镇三合村
闷顿岭是伊河的源头。《山海经》《淮南
子》记载：“蔓渠之山伊水出焉。”“伊水
出上魏山。”蔓渠山、上魏山均为闷顿岭
之古名。

栾川老君山

栾川老君山是八百里伏牛山的主
峰，海拔2192米，被著名作家李准称赞
为“秀压五岳，奇冠三山”。老君山本名
景室山，是道教圣地，相传道家始祖老
子曾在此归隐修炼，唐太宗将景室山改
名为老君山。老君山是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栾川的标志性景观。

中国钼都

栾川钼矿主体矿区由马圈矿区、南
泥湖矿区、上房沟矿区三大骨干矿区构
成，属特大型钼矿田。栾川钼矿总金属
储量达 206 万吨，居世界第三、亚洲第
一，2006年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
国钼都”称号。

栾川印象

栾川印象是栾川县着力打造的优质
生态农产品区域品牌。该品牌以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为平台，以优质农产品为
基础，以产业基地建设为支撑，目前已经
推出了80余款绿色优质农产品。栾川豆
腐、玉米糁、土蜂蜜等土特产，香菇、木耳、
核桃等山珍，以及栾川八大碗等民间待客
菜系都属栾川印象品牌产品范畴。

奇境栾川

奇境栾川是根据近年全国旅游发
展态势和栾川旅游现状打造的面向全
国市场的旅游品牌，包含形象标志与主
题广告语，主题广告语为“奇境栾川·自
然不同”。 （白佳丽 张瑜嘉）

1月31日，栾川县首期干部大讲堂开讲，该县300余名
党员干部参加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尽
责能力，今年栾川县开办了干部大讲堂，采取“请进来”的方
式，计划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每月确定一个主题，邀请相关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对全县干部进行集中专题辅导。

在当天的首场活动中，该县围绕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专
题辅导，随后，还将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领导能力和艺术、
互联网经济与思维、媒体应对等内容开展培训。（杨慧娟）

栾川县开办干部大讲堂

春节将至，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栾川县城年味十足。在
年货市场上，对联年画、水果、蔬菜、水产品琳琅满目；在城
区乡镇的文化广场上，秧歌、锣鼓正在加紧排练；送春联、送
文艺下乡活动已经开始……

为进一步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从2月8日（农
历腊月廿三）至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各项文化活动将
轮番上演：2月8日，栾川县春节联欢晚会举行；随后，彩灯
亮化、灯谜晚会将纷纷登场；同时，该县各乡镇筹备了民间
故事表演；元宵节期间，大型民俗表演踩街活动将本次活动
推向高潮，威风锣鼓、舞龙舞狮、秧歌腰鼓、魅力广场舞等都
将亮相。 （白佳丽 张瑜嘉）

喜迎新春 年味十足

在老君山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新春灯展 汤玉晓摄

在年货市场上，群众正在挑选春联 张晓伟 摄

传承“栾川文化”“栾川符号”彰显文化自信

鸟瞰栾川县城鸟瞰栾川县城 张晓伟张晓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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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下的是路，竖起的是碑，连接的是心，
通达的是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农村公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
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对农村公路助推
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寄予了殷切期望。

公路通，百业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
泥”正成为历史，6亿农民“出门硬化路、抬脚
上客车”逐渐变为现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四好农村路”让农村更强、
农民更富、乡村更美。

农村因路而强：让贫困地区
的农民群众“进得来、出得去、
行得通、走得畅”

“近年，‘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成效，为
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
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奔小康，
基础在交通。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拥有独特的
高原风光，距离省会成都约500公里。但长期
以来，因为没有路，山上村寨的乡亲们被“困”在
了这片高原上，城里人进不来、村民们出不去。

“山上有个寨子名叫‘麻脚寨’，以前没修
农村公路的时候，我们下山全靠这双脚走，脚
都走麻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
县老营乡党委书记付利川告诉记者。现在，

“麻脚寨”的路修好了，乡亲们坐车下山只要
10多分钟，非常便捷。

贫困地区多处于地形地质条件复杂、自
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农村公路运输，是当地不
可或缺的基本公共服务。

2017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曾在电
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
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了解
到当地建了新的铁梯，心里稍稍松了一些。

他强调，当前脱贫工作，关键要精准发力，
向基层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悬崖村”的村民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
他们进出村子需要攀爬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段“天梯”，从山脚到半山腰虽然只有4公
里，却需要爬上5个小时。现在的“天梯”，是

用1500根钢管打造的，让乡亲们脱贫奔小康
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四好农村路”修的是路，改变的是农村
面貌，联系的是党心民心，巩固的是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

福建省永安市上坪乡地处山区。这里山
高林密，以竹闻名，当地人“把山当田耕，把竹
当粮种”。

“但是以前路窄弯急，大车不能进山，村民
只能‘盘车’——就是要把好好的毛竹先截断，用
小车运到山下的大路上，然后再装上大车。这样不
仅运输成本高，而且截断的毛竹也卖不上好价钱
了。”上坪乡龙共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松说。

如今，新改建的永上公路拓宽改造至6.5
米，大车能够顺利开进山，沿线的5个村卖毛
竹再不用“盘车”了，毛竹也不用截断，按照客
户要求的长度装车，价格高了很多。

路修好了，农村物流接入了全国市场。
2017年7月，永安市小陶镇综合运输服

务站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占地 3000 平方米
的服务站整合了客运站、货运站、公交站、村
淘站、旅游服务中心等功能，辐射周边34个
建制村，为村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镇里有了村淘站，网上买的东西可以直
接送到我们村里，我们的老酒、香菇、笋干、黄
椒和大米等土特产也可以进城了。”小陶镇八
一村村民吴煌燕常年在村里贩卖土特产，提
起村淘站激动不已。

村淘站投入使用后，吴煌燕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将从各村收购来的农产品送到村淘
站，由村淘站统一代售。“现在我只需要专心
收购，不用操心销路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
路127.5万公里，99.24%的乡镇和98.34%的
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乡镇和建制村
通客车率分别达到 99.1%和 96.5%以上，城
乡运输一体化水平接近80%，农村“出行难”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交通扶贫精准化水平不
断提高，农村物流网络不断完善。

农民因路致富：“改一条溜索、
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
脱贫致富的大门”

要想富，先修路。农村没有路，致富有难

度。“四好农村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
提出、领导推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德政工程。

2014年元旦前夕，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重点
报告了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
喜讯。收到来信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
要批示，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对独龙
江公路隧道贯通后帮助独龙族同胞“与全国
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寄予了很
高期望。

同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农
村公路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强调，特别是在一
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
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

山西吕梁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路，是当地农民脱贫奔小康的主要瓶
颈之一。

“以前的泥土路，去县里一趟要1个多小
时，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太不方便了！现
在只要20分钟，公交车半小时来一趟，乡亲
们、城里人进出不再是问题了。”吕梁市临县
城庄镇杨家沟村村民韩朝说。

临县白文镇庙坪村因为修好了公路，吸
引来了外地企业进村办厂。庙坪村村民郝满
平告诉记者，以前在村里挣不到钱，村民一过
了正月十五就要外出找活干。现在不用出门
打工了，在家就有三份收入：土地流转的收
入，村里企业劳务的收入，加入村里合作社的
每年还有分红！

福建省永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黄国钢介
绍，当地村淘站通过物流货车、农村客运班车
将城里的商品送至村民手中，还可以免费帮
村民售卖土特产，实现“网货下村”和“土货进
城”的购销双向流通。

农村公路把农民增收的路子铺到家门
口，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修到
家门口，把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路子通到家门
口。“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
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为贫困地区群众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3年11月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位于吉首市的矮寨特大悬索桥视察。了解
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近年来交通条件变化
很大，特别是乡村道路网已基本形成，习近平

总书记很高兴。他指出，贫困地区要脱贫致
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这方面
要加大力度，继续支持。

因为有了路，昔日困在山里的乡村实现
了从“舟车不通”到“物流天下”的转变；因为
有了路，城乡互动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农民
开始体验现代化农业生活，踏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农村的小
康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为了广大农民的小
康梦早日实现，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和加
强农村公路发展：

——农村公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
本，与优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广大农
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

——要通过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进一步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要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
颈，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
保障……

乡村因路更美：既要把农村
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2018年1月底，寒冬腊月，沂蒙山间。记
者乘车沿着崭新的 234 省道从山东临沂出
发，路旁湖水清澈，远处蒙山巍峨。车辆一路
上山，蜿蜒盘旋之间，可见路旁密布的桃树、
樱桃、山楂等果树，每每行驶到险要处，路旁
都会有水泥围栏或金属护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
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
的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
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
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路通了，人心齐了，大家干劲足了，党和
群众的距离更近了。很多群众自发成为农村
公路的义务宣传员、护路员，把农村公路当作
自己的眼睛来爱护。

“修好了路，我们的农产品才能卖个好价
钱。党和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来修路，我们一定
要把这条路养护好。”今年77岁的马全方，是
四川阿坝州小金县沃日镇木栏村村民。记者

看他身体硬朗，脚穿一双棕色皮靴，手中还握
着一把扫帚。马全方参加养路五六年了，对路
很有感情，平时哪怕路上落一块石头，也要扫
得干干净净。

沃日镇党委书记杨敏告诉记者，遇到
大雪等恶劣天气，当地村民会自发组织几
十到上百人来养护道路。当地还通过创新
申报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报账机制等，对
通村公路进行责权划分，乡道乡养、村道村
管，完善项目责任到人，把建好的农村公路
管理好。

阿坝州小金县地处长江上游的偏僻山区，
记者在这里采访时看到，乡亲们在半山区建起
了葡萄园，通过种葡萄减少了水土流失，逐渐
把原先的荒山改造成了漂亮的葡萄园基地。

从葡萄园基地再往山上走，当地村民又
建起了标准化牦牛养殖场，山背后有一片
500多亩的饲草种植基地。牦牛粪便，用作葡
萄的有机农肥。葡萄酿酒的果渣，又用作牦牛
饲料。从牦牛养殖到葡萄基地，形成了一个有
机的循环经济模式。

“以往靠山吃山的农民决不能再走牺牲
环境发展的老路了。”浙江省安吉县刘家塘村
党支部书记褚雪松说。刘家塘村抓住农村公
路建设升级的契机，建起了10公里的村庄绿
道，把村庄的中心社区和休闲带、景观区、美
丽乡村示范区串联起来，形成了生态养护、富
硒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村庄经营格局。

“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盲目追求公路“宽、平、直”，这些已
成为各地修建农村公路坚持的重要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四好农村路”与自然生态、田园风光、湖光山
色、秀美村庄和谐共生，与乡土文化、乡风文
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

“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的成果，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公路高
度重视和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总书记
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真挚的为民情怀在农村公
路上的生动体现。

人们坚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为遵循，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四好农村路”，必将让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道
路越走越宽广。（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农村公路发展纪实

让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