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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重要的社会公
共 信 息 ，在 服 务 群 众 的 同
时，更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
史沿革、地理文化、风俗民
情。如今，随着乡村振兴全
面深入推进，地名建设的作
用日益凸显，其在提升地区
内 涵 价 值 ，打 造 区 域 特 色

“IP”之余，对产业发展同样
至关重要。

近日，民政部印发《关于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助力
乡村振兴的通知》，要求以

地名方案编制、命名设标、
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
服务为基点，确保乡村地名

“起得好、织得密、用得准、
传得远”。这一有力举措为
全 面 提 升 乡 村 地 名 建 设 水
平，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方
便 自 身 生 产 生 活 ，对 特 定
方 位 、地 域 范 围 等 赋 予 专
有 名 称 ，服 务 性 便 成 了 地
名 的 基 本 属 性 。 因 此 ，做

好 地 名 建 设 也 应 以 实 用 为
先，立足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人口分布等实际，对乡
村周边道路、村内街巷、山
水 林 田 以 及 各 类 设 施 进 行
统 一 规 范 标 记 命 名 ，提 升
定 位 信 息 的 完 整 度 与 精 确
度 ，更 好 满 足 群 众 出 行 导
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等
多 样 化 需 求 ，进 一 步 提 升
群众幸福感。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一环，地名建设也可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可将当
地 特 色 产 业 与 地 名 融 合 关
联，以农产品、传统手工艺
品或节庆、赛事等为载体，
打 造 更 多 特 色 鲜 明 的 地 名
产业品牌。同时,在宣传渠

道与宣传形式上不断创新，
提 升 地 名 产 业 知 名 度 与 品
牌 价 值 ，以 此 带 动 群 众 增
收，赋能乡村经济。

透过地名，足以窥见一
段 历 史 ，解 读 一 地 春 秋 。
身 为 一 种 文 化 标 识 ，乡 村
地 名 留 存 着 记 忆 和 乡 愁 。
可 利 用 互 联 网 、云 计 算 等
技 术 手 段 提 升 完 善 地 名 信
息 ，让 更 多 人 在 网 上 就 能

“ 望 得 见 山 、看 得 见 水 、记
得住乡愁”。其次，要加强
地 名 文 化 挖 掘 ，广 泛 搜 集
各 类 文 化 资 源 ，同 时 建 立
专 业 地 名 文 化 宣 传 阵 地 ，
培育专业人才，多渠道、多
形 式 讲 好 地 名 故 事 ，弘 扬
地名文化。

“乡村著名”，重实用更要有内涵
■ 杨杰

本报讯 （通讯员 边
清学 姜润平） 8 月 30 日，
笔者了解到，宁强县日前
启动市民文明素质“十大
提升行动”，引导广大群
众增强主人翁意识，争做
城市文明形象的塑造者、
文明行为的践行者，在全
县上下形成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传承美德、弘扬
正气的良好风尚。

据了解，“十大提升行
动”涵盖“文明礼仪、文明
创建、文明实践、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
文明上网、文明家园、青

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移风易俗”内容，促进市
民文明素质“十大提升行
动”向纵深发展。

同时，宁强县红白理
事协会积极牵头，携手宁
强县三泉文艺社、大安金
牛 社 区 、广 坪 社 区 等 单
位，利用召开“倡议会”、

“推进乡风文明座谈会”、
张贴和发放《宁强县市民
文明公约》等形式开展宣
传，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不断提升居民文明素
质，真正把“十大提升行
动”办成群众满意工程。

宁强县

“十大提升行动”助推乡村文明

本报讯 （记者 黄河）
8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为
进 一 步 提 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咸 阳 市 秦 都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持 续 开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整治，掀起全员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新热潮。

据了解，秦都区农业
农 村 部 门 成 立 人 居 环 境
督导宣传组，将存在的问
题集中梳理，及时反馈到
各街道、村委会，要求进
行集中处理，治理一处，
保持一处，确保无反弹现

象。同时，不断开展多形
式、多方位宣传活动，充
分 调 动 群 众 参 与 的 热 情
和积极性，齐心协力治理
好“三堆六乱”，营造“优
美秦都，共建共享”的良
好氛围。

目前，督办治理各类
农村环境问题400余件，发
放 各 类 宣 传 资 料 5000 余
份，发动党员、群众、志愿
者、保洁员 300 余人（次）
参与，农村环境显著改善，
群众爱护环境和建设美丽
乡村意识进一步提升。

咸阳市秦都区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 （程毅飞 记
者 靳天龙） 8 月 29 日，记
者从丹凤县获悉，今年以
来丹凤县突出重点、创新
举措，着力打造文旅特色
品牌，增强文旅品牌影响
力，拉动消费升级。

该县积极策划“丹凤
花开等您来”、“丹凤酒香
邀您品”、“丹凤果甜等您
摘”三大主题节会活动，
重点围绕四季主题，开展
花开丹凤、避暑丹凤、多
彩丹凤、年味丹凤四大类
22 项各具特色的营销活

动，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卡
等形式，宣传推销当地特
色农产品，拉动消费。

依托县域内万亩油松
飞 播 林 、上 运 石 地 质 公
园、老林沟原始森林、毛
坪茶园、核桃公园等旅游
资源，统筹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区与农旅产业融合发
展，持续发力打造品质型、
体验型、文化型、生态型四
季文旅新地，进一步满足
游客休闲娱乐消费需求，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打造
旅游消费新时尚。

丹凤县

打造文旅品牌 拉动消费升级

本报讯 （王缠卫） 8 月
31 日 ，笔 者 从 渭 南 市 水 务
局 获 悉 ，渭 南 市 日 前 组 织
千名水利干部开展农村饮
水 问 题 大 核 查 ，全 力 保 障
农村饮水安全。

据 了 解 ，此 次 农 村 饮
水 问 题 大 核 查 从 8 月 16
日 起 持 续 到 月 底 ，渭 南 市
水 务 局 抽 调 直 属 12 个 单
位 的 1003 名 干 部 ，陆 续 对

全 市 1916 个 行 政 村 供 水
状 况 开 展 全 覆 盖 大 核 查 ，
要求每个行政村核查户数
不低于常住人口的 35﹪。

“我们分成两组，要赶
在 农 户 下 地 摘 花 椒 前 完
成 剩 余 住 户 的 用 水 核
查 。 主 要 核 查 水 质 、水
量 、方 便 程 度 和 供 水 保
障 。”渭 南 市 水 务 局 工 作
人 员 李 毅 在 临 渭 区 三 张

镇岳家村入户核查时说。
临渭区水务局供水办

主任师俊萍说：“保障农村
饮水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 责 任 ，要 全 面 排 查 ，发
现 问 题 彻 底 整 改 ，切 实 提
升 农 村 群 众 供 水 服 务 满
意度。”

“ 我 家 院 子 有 一 个 水
龙头，厨房有两个水龙头，
现 在 用 水 非 常 方 便 ，水 烧

开了没有沉淀。”岳家村村
民 王 抗 战 高 兴 地 说 ，水 利
干部上门了解农户饮水情
况 ，对 出 现 的 问 题 现 场 答
疑解惑，这种形式非常好。

截至 8 月底，渭南市累
计 核 查 32.8 万 户 117.6 万
人 ，核 查 供 水 工 程 1247
处 ，对 核 查 出 的 问 题 形 成
台 账 清 单 ，及 时 做 好 整 改
落实。

渭南市开展农村饮水问题大核查

8 月 30 日，汉阴县汉

阳 镇 天 池 村 举 行“ 村

BA”篮球场启用仪式，组

织 篮 球 爱 好 者 开 展 热 身

篮球赛。

据了解，该篮球场由

陕 煤 建 设 化 工 集 团 帮 扶

建成。活动现场，村里的

小朋友还送上了“我爱篮

球”的绘画作品。

记 者 李冀安 通 讯

员 吴皎 杜一博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冀安
通讯员 许鹏） 9 月 1 日，记
者从岚皋县四季镇了解到，
今年以来，该镇围绕改革发
展重难点问题，紧扣稳中求
进总基调，以“三小”工作举
措助推服务群众、增进民生
福祉、转变干部作风“三大”
建设。

据了解，该镇通过“小
纽带”链接服务群众“大齿
轮”，落实镇人大代表坐班

及联系选民制度，围绕群众
关心的高速公路征迁、镇卫
生院医疗设施提升等问题，
组织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
调研活动 2 次，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 11 条，并及时汇总
交办，确保件件有落实、事
事有回音。

通过“小阵地”托起民
生福祉“大舞台”，建立“1+
2”服 务 模 式 ，将 镇 中 心 联
络站和天坪村、竹园村 2 个

村 级 联 络 站 打 造 成“ 交 流
学 习 、普 惠 咨 询 、规 范 管
理 ”的 一 站 式 服 务 平 台 。
定 期 开 展“ 代 表 进 站 谋 发
展”活动，每季度确定一名
村党支部书记汇报辖区重
点项目、生态环保、产业发
展 情 况 及 当 前 困 难 问 题 ，
通 过 面 对 面 交 流 、共 同 出
谋 划 策 ，积 极 协 调 解 决 难
题 。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接 待
群众 11 次，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19 件。
同时，通过“小机制”撬

动干部作风“大转变”，坚持
“既要满意率，更要办成率”
总要求，建立人大代表建议
跟踪监督机制。按照“年初
问计划、年中问进展、年末
问成效”模式，及时召开专
题会议，对意见建议进行交
办、督办，定期听取工作汇
报，进一步发挥人大工作职
能，提高人大监督实效。

岚皋县四季镇：“三小”举措助力“三大”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通讯员 张芬 贺韧） 9月2
日，记者了解到，华阴市农
经 站 党 支 部 结 合 单 位 职
能，制定目标任务，细化工
作举措，不断推动农经工
作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该站先后制
定了《干部作风能力提升
年活动方案》等，不断整
合 完 善 各 项 制 度 ，以 实
时、有效作为制度建设的
落脚点，重点突出对日常
工作、考勤签到、车辆管
理等制度的健全完善，做
到用制度管人、管事，努
力 使 各 项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制度化、规范化。

同时，创新“集中+自

学 ”、“线上+线下”、“理
论+业务”三种学习模式，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常态化
深入研读党的理论知识，
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的目的。结合工作实际和
整改要求，分析梳理干部
作 风 方 面 存 在 的 突 出 问
题，逐项开展对照检查，列
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工
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

目前，组织实施的 15
个村集体经济项目，已完
成 14 个。开展清理规范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三资”
管理专项行动，已累计清
收各类集体经济合同 4143
份，审查合同4074份。

华阴市农经站

强化干部作风 推动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