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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杖子镇位于凌源市郊西 15 公
里处，为辽冀内蒙古三省区三县市交
界地，东与凌源市城关街道十五里堡
村和大王杖子乡烧锅村接壤，南与大
王杖子乡隔山毗邻，西与凌源市三十
家子镇四道沟村相连，北与河北省平
泉市榆树林子镇、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县五化镇、凌源市小城子镇交界，总面
积 170.32 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
12.3万亩，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8％，
河流面积占总面积的16％。

农业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高
粱、大豆、谷子等，是全国闻名的“蔬菜
之乡”。宋杖子镇下辖14个村，127个
村民组，3.2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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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宋杖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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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杖子镇:“生态宜居化 生活美如画”

⑦

大红旗村村支书于闯介绍，“这里
不仅是村史室，也是党史室，是村里的
年轻人、志愿者们常来学习、交流的地
方，是村民、党员们学习村史、党史的
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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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大红旗村④

从朝阳市驱车向西行驶百余公里便来到了
凌源市宋杖子镇，与朝阳市附近村镇稍有不同
的是，宋杖子镇靠近河北省，气候条件相对湿
润，遍地绿植，郁郁葱葱，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
街道整洁，窗明几净。

为提升乡村颜值，宋杖子镇近年来一直在
整治人居环境，宋杖子镇以“生态宜居化、生活
美如画”为主题，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我们认
为，要使生态宜居，首先要改善的就是卫生环
境。”宋杖子镇副书记王妍向记者介绍。

为了“治脏”，美化环境，宋杖子镇特意购置8
台清理车辆，针对卫生死角、乱堆乱放杂物以及垃
圾堆放点积压垃圾清理，累计清理垃圾100余万立
方米，清理后的街道才有了目前整洁的容貌。

地面垃圾被清理后，此前残留的墙面脏乱现
象也要进行“治丑”。每隔几个月，镇里的居民都
会看到商铺的经营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在街面集
中清理各村主要干道及出入口附近的墙体小广
告，这是镇里每年几次的“牛皮癣”清理活动。“清
理后，确实很干净，我们平时也自觉维护，看到自
己家店铺有小广告的地方就随手清理掉。”一家
面馆的经营者向记者介绍，宋杖子镇发动全镇
300家商业网点对经营范围内实行“三包”，各自
清理店铺墙体，进一步美化乡村面貌。

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整洁成果，宋杖子镇
通过向周边先进地区借鉴经验，推行“经理人机
制”，聘请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开发镇级保洁员
和监督员等公益岗位人员400余名，并进行专业

化管理，合理安排垃圾清理的人员调动和工作
模式，累计投入 800余万元建立垃圾转运站、垃
圾池等设施，人居环境得到大力改善。

在硬件建设的同时，镇里在软件上也下了一
番功夫。“凌源好人”“文明家庭”等活动，每年发
掘农村模范典型30余人，以点带面，将移风易俗
融入到村规民约当中，利用自身的实例，向居民
宣传良好乡风、家风、民风，社会风气逐年转好。

宋杖子镇以“蔬香果甜、绿树蓝天”为主题，
根据各村地理差异及文化特色，逐步推动各村
美丽乡村建设，形成“山上绿树成排、山下大棚
连片”的生态景象。

如今，宋杖子镇已经成功打造了范杖子村
为省级“千村美丽万村整洁示范村”，还有古今

融合、底蕴深厚的段杖子村，花红柳绿、芳草茵
茵的平房村，杏花满山、果树飘香的西高杖子村
3个村也已经成为美丽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变化挺大的，村庄变美，
变整洁了，第二个变化就是此前我们大棚以
种植蔬菜为主，现在转产，种植樱桃，这是产
业 上 的 转 型 ，第 三
个变化就是乡村振
兴 ，百 姓 都 富 裕 了
起来。”谈起近些年
的 变 化 ，王 妍 如 数
家珍。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为提升乡村颜值，宋杖子镇近年来一直在整治人居环境。 受访者供图

老物件记录历史 唤醒记忆

老式缝纫机、木质的风匣子、锈迹斑驳的
铁熨斗、播种的点葫芦、打绳的传统工具、泛
黄的账本和收据……在鞍山市台安县西佛镇
大红旗村的村史室里，一件件满是岁月痕迹
的老物件记录着村子的历史，一张张弥足珍
贵的照片展示着村庄的变迁，唤醒着村民们
的乡愁和记忆。

据了解，大红旗村村史室始建于 2018 年，
是大红旗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老一辈人耕田种地、日常生活中必备的老物
件，在别处真的很难再见到了，我们村里很多年
轻人也是在村史馆里见过，听老人们讲解才了
解了他们的使用方法，懂得了老一辈人生活的
艰辛和不易，感受到现在生活的富足与幸福。
把这些几近消失的农村传统手工艺、劳作工具
保留下来，确实很有教育意义。”一位参观村史
馆的年轻人表示。

在大红旗村村史室，不仅能了解村庄的历
史沿革、经济发展、名人事迹、先进典型，更能感

受到繁荣发展给村容村貌、民俗风情、文化生活
带来的改变。除了农耕器具、百姓生活用品老
物件，数十张照片还展示着村庄从“空壳村”变
成“富裕村”的时代缩影。

“村里搞新农村建设，马路宽了、路灯亮了、
环境卫生好起来了，通了公交，建了超市，日子
越过越红火。千亩果园、千亩花生、千亩林、生
态养殖场、生态垂钓园……近几年大红旗村多
了很多吸引游客的‘景点’，这也是移风易俗、发
展致富的最好写照。”

从党的发展历史，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再到
“讲文明、树新风”的教育宣传……大红旗村村
史室充分发挥德育教育、加强党组织建设、树立
文明新风、促进产业兴旺等作用，并以此为宣传
阵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
人品德教育。在这样的良好熏陶之下，大红旗
村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邻里和谐相处，家庭
尊老爱幼，涌现了一批平安、和谐、幸福家庭，更
收获了“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辽沈晚报见习记者 高品一

◀在鞍山市台安县西佛镇大红旗村
的村史室里，一件件满是岁月痕迹的老
物件记录着村子的历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