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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当今社会，经济步入快车道，相
关产业逐渐融合， 文化也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发展，铸造出了“文化+”这
个崭新的发展形态， 更加丰富了地

方文化。
我所看到的“石泉文化”就是这一发展形态。 金色的五月，

阳光灿烂，我们慕名前往石泉学习参观，一路走来，感触颇深。
他们在产业中增加文化内涵，“文化+农业”， 拓宽了休闲

观光农业发展的空间，推进农产品文化宣传交流，强化农副产
品品牌建设。 “文化+旅游”，提升了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
节庆的吸引力，增加了体验、休闲、养生、欣赏等旅游内容，为
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石泉种桑养蚕历史悠久，是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
为“丝路之源、金蚕之乡”。 第一站我们便来到了古丝绸之路的
源点———池河镇。 池河镇古为直城， 是古子午道上重要的城
镇， 西北蚕桑第一大镇， 享誉世界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
“鎏金铜蚕”即出土于此，素有“金蚕之乡”的美誉。

鎏金铜蚕的出土， 证明了池河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兴桑养蚕，
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鎏金铜蚕是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
文化交流中纽带作用的标志，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
和丝织品贸易在汉代中西贸易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了解了古丝绸之路的脉络 ， 再看看现实的传统养蚕大
村———明星村。 早晨的明星村艳阳高照，远远望去，漫山遍野
的密植桑园，成片成行，郁郁葱葱，望不到头。

车到村委会，我们休息片刻，喝着霜桑茶，品尝鲜桑果、炸桑
叶，沿着旅游小环线参观农户的桑园。据村干部介绍，这个村在产
业致富上，积极推行“猪—沼—桑、猪—沼—果、桑—园—鸡”循环
发展模式，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产业联盟。 如
今，这个村共有高效密植桑园 6000 多亩，年养蚕达 5000 多张；发
展桑园养鸡示范点 30多处，年养鸡 20 万只；发展万头猪场 3 个，
千头猪场 22 个，建设万吨有机肥厂 1 个、年产 30 万头屠宰场 1

个，年养猪 68000头，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2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20万元。
2020 年，石泉县正式成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拥有万亩桑海的明星村借势纳

入沧海桑田农旅体验区，按国家 AAAA 级标准建设“沧海桑田·乡村明星”景区。明星
村现已将桑园变景点、旧宅变民宿，相继建成了桑品种博览园、果桑采摘园、古桑园
和菜桑园，围绕醉美桑海景区建成精品民宿、山地摩托、空中漂流、步步惊心、乡村酒
吧、篝火晚会+夜市等一大批旅游体验项目，“沧海桑田·乡村明星”旅游村也于 2020
年国庆节当天顺利开园，八天迎来十万多名游客，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明星速度”。

如今，在桑园体验桑葚采摘，在桑海民宿休闲度假，在蚕桑博物馆行研学之旅，
在电商中心线上营销。 旅游产业的火爆又反哺了蚕桑、畜禽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以桑
叶为原料的桑叶茶等成为俏销产品，以桑根白皮、桑叶、桑粉、桑果、蚕蛹、蚕蛾等为
主要原材料打造的蚕桑宴也备受游客青睐；老百姓把土鸡、土猪肉等土特山货和农
副产品在家门口变现。

旅游文化与蚕桑文化的融合，使“大桑田”变成了百姓的“致富田”，稳定致富的
路子越拓越宽。 明星村也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新村建设让人大开眼界，为村级发展竖起了标杆，而石泉老街的保存完好，又让
人叹为观止。 老街始建于汉代，扩建于明清，距今已经有 1800 年的历史，曾是石泉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区。 随着岁月流转变换，老街也在“修旧如旧”的前提下修缮一新：
清一色的青石板路面蜿蜒伸展，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叠致有序，多为砖木结构，窗棂
门楣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古香古色，青砖红木与高高的马头墙相映成趣，飞檐吊角
映衬得蓝天白云愈加清晰。

走在老街有种怀旧的感觉，老街虽是现代经营，可保持古代装饰，街道两边都是横
插的洒幌、药幌、红漆大门、大红灯笼。 现代餐饮部，古代的县衙警署，20 世纪的新华书
痁、税务局，就像当今流行的穿插剧一样让人恍惚游离现代的灯红酒绿或古代商贾云
集的繁华都市之中。 游离于 500 年前，甚至更远些。 旅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结合，打造
出全新的古城风貌。 虽一条老街不算太长，但足能让人品出点味道来。

在根雕馆里， 那些琳琅满目的根雕作品， 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古香古色的艺术殿
宇。漫步其间，有栩栩如生、奇绝妙趣的中国古代人物根雕，有古朴雅致、自然娴静的琴盘
根雕，有贵妃牡丹十二花神，有猛兽、大象等动物造型，有十八罗汉，有唐僧西天取经，有
根雕组字“天道酬勤”“中国梦”等等。这些天人合一、奇巧结合、自然美与艺术美相映生辉
的根艺作品，充分显示出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美与意境美，显示出作者画龙点睛、妙手
回春的技艺美。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独一无二的根艺作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收藏价值
与经济价值。 也充分显示出石泉的传统民间美术极为丰富，而造诣最高的当数这根雕，
不仅注重外部造型，更注重内在神韵，惟妙惟肖。

根雕艺术是石泉打造以鬼谷子文化为主体的旅游产业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石
泉立足绿水青山资源禀赋，依托鬼谷故里、金蚕之乡历史文化底蕴特色，坚持“文化
立魂、建筑塑形、生态美城、业态活城”的发展思路，着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倾力
打造古街区，大力建设文旅名镇、小康富镇、特色美镇。 文旅融合和全域旅游发展，石
泉通过“文化+”模式闯出了一片天地。

（周晓云，紫阳人，现任紫阳县老年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

宝岛台湾到山城白河有 1500 多公里。 来西
安暂住的台湾商人陈奕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
与这个山区小城结下不解之缘。

2020 年 5 月，疫情逐渐趋于平稳，陈奕勋受
陕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邀请到陕南安康、商洛
等地开展台商调研活动，途经安康平利时，一棵
光皮木瓜树吸引了他的注意。

由于妻子董文君从小在韩国长大，长期在韩
国工作生活，陈奕勋对这种在国内“养在深闺暂
未识”而在韩国被广泛应用的光皮木瓜尤为感兴
趣。 当得知白河县是“中国光皮木瓜之乡”，白河
木瓜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时，陈奕勋就
对下一站调研的白河县充满了期待。

第一次到白河，陈奕勋是遗憾的。 五六月份

的白河看不到木瓜果子，木瓜制品也
很单一，辗转几次才在安康市里的扶
贫空间买到一些木瓜果干。 但是，他
并不甘心就此与白河光皮木瓜擦肩
而过。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同年 11 月，
陈奕勋又欣然受邀参加了在白河县
中厂镇举办的白河县木瓜文化节。 这
一次没有白来，但陈奕勋心中的遗憾
变成了可惜。 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适
宜木瓜种植的秀丽山水，看到了木瓜
果农的辛勤管护，看到了当地政府的

高度重视，却没有看到像韩国那样从食品到日化
到新材料种类繁多的木瓜制品，白河木瓜果品的
70%都浪费掉了。

白河的光皮木瓜品质太好了，但白河的木瓜
产品太单一了。

巨大的反差让陈奕勋动了心。 这一次，他带
回 25 公斤木瓜回到西安进行研究。

经过研究，陈奕勋信念更加坚定———这不是
简单的木瓜，而是实实在在浑身是宝的琼琚！ 木
瓜皮可提取果胶，用于食品工业、医药工业方面；
木瓜籽油可以用于日化护肤方面， 除皱抗衰老；
木瓜浓缩汁可以做成果汁、酒、日化洗护产品；木
瓜果肉可做成木瓜酱；连木瓜残渣都可以做成饲
料、有机肥、活性炭等新材料……真正将浑身是
宝的木瓜“吃干榨尽”。

妻子董文君在韩国长期工作生活素有知名
度 ，陈奕勋很快就与韩国光皮木瓜研发生产
的机构企业合作，取得了明显的研究成果。 同年
12 月份，他带着这些研究成果再次来到白河，寻
找商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奕勋遇到了安康聚研汇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纪道虎，一个将光皮木瓜加
工成木瓜泡脚粉再运到南京自己经营的 100 多
家足浴店里使用的有志青年。 两人一拍即合 ，
2021 年 6 月， 陕西领康时代农业技术研发有限
公司应运而生。

为了光皮木瓜，年近花甲之年的陈奕勋放弃
了与妻子的悠闲退休生活，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山
城白河。为了光皮木瓜，土木工程专业出身、从事
了半辈子传媒工作和教师的陈奕勋夫妇踏进了
新的研究领域。

好在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对光皮木瓜的热
爱， 冲淡了异地他乡的孤独和跨领域创业的艰
难。谈到心爱的事业，初次见面，陈奕勋就给笔者
滔滔不绝地讲了 3 个多小时，还拿出“木瓜啤酒、
木瓜功能性 MY 饮品、木瓜康普茶”等 5 款新研
发的木瓜制品来品鉴。对正在研发的“木瓜果胶、
木瓜籽油”等产品，陈奕勋也是信心满满。

谈到创业初心，他从妻子坚决不入外国籍讲
起，讲到大陆台湾同根同源同宗同族，再到“一带
一路”大政方针下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自豪与骄
傲、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意义和前景未来……陈奕勋发自内心地

认为中国是祖国，两岸一家亲，台商在乡村振兴
事业中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谈到今年 5 月 1 日已全面上市的 “光啤”牌
中国首款光皮木瓜啤酒，陈奕勋自豪地说，“从设
计理念和营销策划，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从短
短十几天消费反馈来看，反响很好，深受消费者
欢迎。 接下来， 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 抢抓
2022 年足球世界杯良机，尽快打开‘光啤’出口
通道。 ”讲到即将上市推广的木瓜果汁、果茶、果
胶、木瓜日化用品、缓释型有机肥、绿色有机饲
料，再到可降解的环保型尿不湿等产品，陈奕勋
始终坚持木瓜是地球带给我们的珍贵礼物，产品
研发过程中将以保护地球保护环境为主要发展
方向，充分发挥它可降解、绿色环保的特性，做到
物尽其用。 目前，陕西领康时代农业技术研发公
司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高等院校的
合作进展十分顺利。

谈到企业发展 ，他从与农户签订保收协议
讲起 ，讲到为农户做木瓜保鲜示范 ，讲到下一
步国际合作 ，待疫情好转 ，将极力促成白河县
与韩国光皮木瓜产地唐津市结为友好 城 市
……陈奕勋凭借在国际交流和国内经商的经
验 ， 为木瓜产品做了精确定位和宣传推广规
划，希望能够在未来三年将白河木瓜种植户的
收益提高 70%以上。

谈到公司未来，陈奕勋信念坚定，充满憧憬，
他希望政府能通过政策优惠、招商恳谈、产品推
介等形式，尽快促成陕西领康时代农业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与“归雁人才”、对农业科技感兴趣的投
资客商合作协作。 “我们公司愿意提供前期研发
成果和后期销售平台，诚邀真心想干事、踏实能
干事的伙伴来负责管理和生产，共同打造白河光
皮木瓜闭环产业链，为白河乡村振兴事业携手奋
斗。 ”这是陕西领康时代农业技术研发公司的经
营宗旨，是陈奕勋心心念念向往的事业，也是我
们的期盼。

明媚的阳光照在岚皋县大道河镇
汉江边白果坪村沟沟梁梁，与瓦蓝的天
空、 改建后红瓦白墙的民居竞相辉映，
好不漂亮。

今年 60 岁的田先海， 是白果坪村
一组人，40 年来，一家人一直住在三间
土墙屋里。 “土墙屋好啊，冬暖夏凉，通
风透气，烘腊肉，保管种子，都不会坏！”
田先海说。

“可是也有不好的时候。”田先海话
锋一转，“时间一长， 石瓦会风化松动，
屋顶就漏水，加上地面不平，屋里烟熏
火燎，设施落后，已经不能适应现在人
们的生活！ ”

“但要让我们离开这住了老几辈、
土地条件又比较好、生态自然环境优美
且安静的地方上楼居住， 我们又不愿
意！ ”田先海的儿子田玉良接过父亲的

话头说道：“我们盼就盼在政府支持帮
助下，把房屋改造得舒适、美观！ ”

田先海介绍，去年，他一人在家种
了 5 亩橘、4 亩茶、8 亩玉米、土豆、油菜
等庄稼，还喂养了 6 头肥猪。

“差就差在住房条件落后！”田先海
告诉笔者。

大道河镇党委书记黄仁勇介绍，白
果坪村是全镇最后一个通水泥硬化路
的村，至今才十年，因此村民住房中，楼
房不多，基本还是土墙房，好在墙体大
多还算结实，安全性没问题，加之这里
土地条件好，村民勤劳，收入不错，所以
大家搬迁意愿不大，倒是改造老旧房屋
的意愿很强。

2021 年， 岚皋县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对农村
院房从质量、功能、环境三方面包括土

墙房房顶、门窗、墙面 、楼面 、厨房 、厕
所、圈舍、电路改造及环境美化、地面硬
化、改建传统院落和打造旅游民宿结合
等方面细化明确应达到的标准。政府对
符合政策要求且房屋改造达标的农户
每户给予最高 1.5 万元补助资金。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此
项工作。局里按照 1 个镇 1 名副科级以
上干部任组长、2 名技术员为成员的结
构成立 12 支工作组分赴全县 12 个镇
进行技术指导。

“我们首批改造的对象为土木结构
房屋。 ”岚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刘文明介绍 ， 目前全县共有这类户
3066 户。 “其中，我们镇 110 户，而白果
坪村就占到 51 户！”黄仁勇对各村情况
了如指掌。

今年 1 月，勤劳的白果坪村人民听

到这一政策后，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从
外地叫回或是留住春节后准备外出的
青壮劳动力，按照要求，结合实际，一项
一项改造。

说起勤劳的事，村里有一大堆。 田
玉良就是回来帮忙干小工的，已经忙了
几个月了，每天忙到十一二点，他大舅
小舅也赶来帮忙；村民杜少涛自己会油
漆，就和泥水匠换工，减少开支；村民李
发贵则背起娃娃干活……

黄仁勇的电话就更多了，他直接包
抓此项工作，这户打电话要砖，那户打
电话要瓦，猪圈咋建？厨房咋布置？只要
电话来，他都和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干
部不厌其烦上门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和困难。

“现在， 室内跟城里人住的没两样
了！ ”田先海推开一扇扇油漆一新的房
屋门给笔者看， 只见从堂屋到卧室，从
厨房到厕所，都焕然一新，瓷砖墁地、乳
胶漆涂壁，水冲式厕所，屋内电器家具
齐全，屋外繁花似锦……

“现在的房顶， 都是用机制瓦盖的，
是工人用钉子一片一片钉上去的， 严丝
合缝，不会漏雨，而屋顶和山墙间留有空
隙，仍能通风换气！ ”田先海高兴地介绍。

台商陈奕勋和白河木瓜的“黄昏恋”：

把光皮木瓜做成啤酒、饮品、果茶、果胶、籽油……
通讯员 纪昌国 董意丽

让村庄更像村庄
通讯员 陈延安 黄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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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好时节 田野插秧忙
通讯员 胡潇 李延羽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
中天。 ”初夏，正是插秧最佳时节。 平
利县大贵镇的田野上渐渐忙碌起来，
一片片水稻田平平整整，排列在道路
两旁。

水田里农机轰鸣， 农户们挽起袖
子，卷起裤腿，来回穿梭，或赶着耕牛，
或俯身插秧， 掀起了今年的插秧热潮。
在低头躬身之间，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就
齐刷刷地立在秧田中，随风摇曳，一幅
生机勃勃的美景。 秧苗青青，每一株都
饱含着人民群众对丰收的期盼。

“每年立夏之前，就开始整田，待
春雨之后，气温回升，便抢季节栽秧，
栽早一点，秧苗发多一点 ，我们收成
就好一点……”正在田里插秧的农户
笑着说道。

“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原生态、
无公害富硒大米满足了人们对绿色
健康食品的需求。 ”正在嘉峪寺村育
苗基地查看秧苗长势情况的宝银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银胸有成
竹。 据了解，今年该镇在儒林堡村、嘉
峪寺村、 后湾村分别建设了 500 亩、
750 亩、300 亩富硒稻油示范基地，目
前正在陆续插秧中，6 月完成水稻种
植，秋后亩产值预计达 3000 元，为集
体经济提供了强大引擎。

自春耕以来， 该镇抢抓时机，对
长期外出务工 、 家中无劳动力的农
户，引导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
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方式 ，推进撂
荒耕地复耕复种 ， 把撂荒地整合起
来，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建设千亩富
硒稻油基地 ， 累计对老堰渠道清淤
1500 米，堰渠修复 300 米，新修田坎
1500 米，新修产业路 600 米，新修水
渠 360 米…… 抢 抓 农 时 ， “保 粮 扩
种”，打造“鱼米之乡”。

陈陈奕奕勋勋和和妻妻子子董董文文君君在在白白河河县县中中厂厂镇镇新新营营村村和和村村民民交交流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