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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走进汉滨区张滩镇余湾
社区，微风习习，站在这山望那山，绿浪
此起彼伏，花儿随风摇曳，多彩的田园风
光令人沉醉，处处尽显产业兴旺之势，一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 汉滨区张滩镇牢牢抓住产
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坚持扩量与提质
并重， 在不断发挥传统农业项目优势的
同时， 积极挖掘特色产业新项目， 按照
“高位抓产业，特色兴产业，稳粮保产业”
的思路，坚定不移走好示范引领之路，奋
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高位抓产业

乡村要振兴，关键在产业。
张滩镇地处城乡结合部， 全镇人口

30119 人，下辖 5 个社区 10 个村。 新一
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上任后，在产业高
质量发展上，经过反复调研，立足镇情，
按照区域条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出了
以黄洋河沿线的奠安、王湾、张滩等村发
展蔬菜产业，以浅山沿线余湾、田湾、汪
岭等村发展林果和粮油产业， 以高山沿
线安沟、东沟、响水等村发展畜牧和药材
产业的产业布局。为此，镇党委书记王功
剑说，全镇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功夫，
在培育产业载体上做文章， 在产业延伸
上出成绩，在产业融合发展上见实效，全
力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推动产业提
质增效。

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镇成立产
业发展专班，优化服务，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 把在外的创业名人和本土
乡贤号召起来发展产业。 通过不断优化
产业布局，推进规模化种植或者养殖、标
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形成了政府当产
业抓，能人当专业干，群众当路子走的发
展格局，把农业生产做为促进农业增效、
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安沟村的优秀
创业青年程迁平， 眼见曾经高产的土地
大片撂荒， 心里一直都有回乡发展的念
头，镇村干部得知后，向他发出邀请，帮
他顺利解决土地流转、用电、用水、圈舍
等一系列问题， 程迁平也拿出 300 余万
元积蓄，养殖 300 多头陕南白山羊，种植
300 多亩金银化、雪莲、水稻，带动 70 余
人就地就业增收致富。

在东沟村，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国家产业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去年
下半年，王仁明也响应村里的号召，把前
些年承包建筑工程赚的第一桶金用来发
展产业，投资 300 余万元，在村里建起养
猪场，目前养殖母猪 50 头，已出栏小猪
200 余头。 王仁明告诉记者，今年又流转
60 亩土地种庄稼， 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发展观光农业。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截止目前， 全镇累计发展市级产业园区
3 个，产业公司 4 个，培育农民专业合作
社 59 个，家庭农场 4 个，社区工厂 3 个，
呈现出村村都有主导产业的产业发展新
气象。

“把资源变资产，把生态优势变经济

优势， 对张滩镇而言， 吸引资本资金进
镇，让龙头舞起来，让本地带头人，外来
引路人，村贤投资人留在张滩，培植产业
不动摇，以点带面推动乡村振兴。 ”王功
剑说。

特色兴产业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要特色。
发展特色产业是张滩镇的永恒话题，

让群众“腰包”越来越鼓是该镇发展特色
产业不变的“初心”。 近年来，该镇坚持宜
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实行区域化
布局，因地制宜推进“一村一品”建设，构
建起“长短结合、大小互补、种养相融”的
农业特色产业矩阵，走“一户带多户，多户
带一村，多村成基地”的发展路子，让青山
绿水成为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

蔬菜产业一直是张滩镇的传统优势
产业。张滩社区地处黄洋河边，这里自然
风光优美，土壤丰厚，是发展蔬菜产业的
最佳区。记者看到，黄洋河边的田地里瓜
果满园，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蔬菜，
准备送到安康城区销售， 丰富安康城区
市民的菜篮子。 李文联是村里远近闻名
的蔬菜种植大户， 他家去年种植蔬菜大
棚 10 亩，收入 15 万元，“种”出了幸福生
活。

而在田湾村种植大户王仁荣的 3 亩
柑橘园里，由于精心管护，一到柑橘成熟
的季节，外地客商便会上门收购，去年柑
橘收入 2 万余元。看到柑橘种植效益好，
种植户越来越多， 临近的余湾村也有不
少村民种起了柑橘。如今，田湾和余湾村
种植户有 320 户，面积达到 500 亩，柑橘
树成为当地老百姓的“摇钱树”。

除了种植柑橘， 畜牧养殖产业也是
余湾村的主要增收产业， 村上结合旱作
农业发展，推出“养殖农家肥还田、促进
农作物高产、提供优质饲料、提升畜禽产
品品质”新模式，推动旱作农业和畜禽养
殖产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今年 40 多岁
的汪显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几年前，从
养殖 1 头牛到目前存栏 50 多头，年出栏
20 多头，今年又种植玉米 10 余亩，养殖
和种植年产值 40 余万元，牛粪不仅用于
种地，还免费提供给村里群众种菜，循环
发展实现了“双赢”。

香菇是菌类中的“灵芝草”，素有“植
物皇后”之称。东沟村是典型的地无三尺
平的小山村， 大沙河过境之处有少许平
地，温度和湿度适宜种植香菇，昼夜温差
大，有利于出优质菇。村民王仁兵看到种
植香菇的商机，投资 200 余万元，发展香
菇 10 万袋， 带动 30 余户村民就近就业
增收。 王仁斌说，好山好水出好菇，目前
香菇远销西安、武汉、成都等地，产品供
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好。

通过因地制宜抓重点、强弱项、补短
板，该镇特色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体
系不断完善，产销衔接更加顺畅，农民增
收渠道持续拓宽，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特
色产业发展的根基也更加稳固， 正在成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保粮稳产业

筑牢“压舱石”，保粮食发展，促乡村
振兴。

当下，在余湾村粮油保供基地，尽管
遭遇干旱， 但是玉米地里套种的大豆长
势喜人。

“今年干旱，玉米受损不小，得亏套
种了大豆，不至于减产太多。 ”眼看着一
人多高的玉米杆受旱变蔫， 种了几十年
地的胡必成心生惋惜，他告诉记者，采取
高低作物搭配套种，玉米能给大豆遮阴，
避免大豆受旱减产， 还不影响玉米的生
长，达到作物间和谐共生。

谁能想到， 胡必成面前的土地曾经
是一片荒芜。几年前，胡必成发现守着传
统种植粮食，一年到头挣不下几个钱，遇
到干旱雨涝年份甚至还会亏本， 他干脆
撂下几亩地，出门打零工，既能养活一家
老小还略有盈余。

2021 年，余湾村通过 “归雁 ”招商 ，
引进“欣荣合盛种植合作社”，流转连片
的土地，组织机械、人力，实施撂荒地治
理，建成 500 亩粮油保供基地。胡必成也
结束了打工生活， 在家门口的粮油保供
基地干回了老本行，“农资、技术、收成，
都不需要我操心，无论旱涝，我只要把地
种好，就有稳定的收入。 ”

为响应国家“稳粮扩豆增油”政策，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生产党政同责， 今年
以来，该镇科学部署，从细落实，成立了
稳定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 各村党支
部书记为粮食安全第一责任人， 制定粮
油生产工作方案，落实粮油生产任务；党
员示范带头，开展“敲门行动”“院坝会”
100 余次，动员种粮大户、散户、小户流
转土地，实现撂荒地集中治理，通过“党
建+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把党员
和群众共同镶嵌在产业发展链条上。

同时，该镇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
业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为
依托， 执行领导干部包抓科技示范点制
度， 示范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推
行统一种植品种、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
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充
分利用核桃、柑橘等林地套种大豆等矮杆
粮食作物，降低耕种成本，增加优质绿色
农产品供给， 提升粮食发展质量效益，示
范带动全镇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据悉，全镇完成粮食种植 2 万余亩、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1000 余亩、纯大
豆种植 2000 余亩、林下套种 500 余亩。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主引擎”。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解决‘留住人’‘ 用
好地’‘ 投入钱’的问题，错位发展，优势
互补，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乡
村振兴中来，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让村民共享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
利。 ”张滩镇镇长陶富平说。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 我们有理
由相信， 在乡村振兴战略统领下，“让农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的“张滩样本”指日可待。

提升公众文明旅游素质， 强化文明出游意识，
是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水平的重要举措，是一个城市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此，我们向全市广大市民
和旅游从业者发出如下倡议：

一、坚持依法诚信经营，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勇
于担当社会责任。 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教
育，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着力打造旅游服务品牌，合
力创造温馨美好的旅游环境。

二、旅游从业人员要履职尽责、率先垂范，努力
提高自身素质，遵守行业规范，恪守职业道德，尊重
消费者权利;加强行业自律，推广文明礼仪知识 ;杜
绝虚假宣传，不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消费 ;广泛开
展微笑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 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
者、传播者。

三、遵法守礼，文明旅游，自觉遵守《中国公民
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
行为指南》，遵守社会公德，讲究礼仪，文明游览;遵
守公共秩序，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互相礼让，不随

意插队;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
不乱涂乱画，不攀爬文物古迹，不乱扔垃圾;自觉遵
守，充分尊重所到国家、地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
仰，注意言谈举止，摒弃不良习惯，避免不文明行
为，不给安康旅游形象减分，以文明的言行举止为
自己加分，为安康添彩。

四、共同努力，共树新风，共同加大文明旅游宣
传力度，增强旅游法制观念，树立文明旅游风尚，推
动全民旅游素质的提升; 强化旅游消费监督力度，
用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推动文明旅游良好风尚的
形成，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推动者。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
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的文明旅游
环境，为安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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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倡议书

近年来，汉阴始终将文化旅游产业作
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充分利用旅
游产业开放度高，投入产出率高、关联性
强等特点，将发展旅游与现行环境下旅游
热点“露营”相结合，招商西安海河田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凤堰古梯田因
地制宜发展帐篷营地，为大美梯田激发新
动能、焕发新活力。

凤堰格兰篷帐篷营地根据梯田 600
米平均海拔，300 级左右级数，将营地沿
步道顺势设立在山腰 ，仅 15 顶帐篷 ，奉
行小而美 、轻而精的理念 ，让游客在莽
莽群山掩映中 ， 在漫漫云海覆盖下 ，欣
赏行云流水 、磅礴隽秀的大地景观 。 星
河 、晨雾 、稻田 ，随意坐下 ，都能看到不
同的美景 。 在天气晴朗的夜晚 ，一抬头
就能看到 360°环绕的漫天星空 ； 在雨
后 ，一觉醒来也许你会发现你已经露营
在云海之上。

西安海河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胡应兵说： “我们在稻田的基

础上架空做了帐篷营地。住在里面可以看
到绵延的群山和稻田， 还可以喝着咖啡、
听着蛙叫、住着帐篷、吃着火锅感受完美
的凤堰古梯田。 ”

“在凤堰格兰篷帐篷营地， 我们不仅
能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享受到不同的美
景，还可听着悠悠鸟鸣，呼吸着新鲜空气，
享受到现磨咖啡、创意茶饮、手作轻食、星
空火锅、提篮早餐等多种服务，在专业的
24 小时管家式服务中，无忧享受，体会露
营的极致魅力。 ”来自西安的游客王先生
说。

汉阴县文旅广电局局长李东升说 ，
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汉
阴县大力挖掘乡村文化的旅游价值 ，立
足于凤堰古梯田景区 ，落实乡村休闲旅
游提升计划 ，招商培育凤堰格兰篷帐篷
营地等旅游项目 ，也是为了吸引更多游
客体验乡村旅游 、爱上乡村旅游 ，更爱
上美丽的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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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疫情影响的三年里，露营经济逐
渐兴起，2022 年的春夏，安康一个又一
个露营基地开业， 在众多夏日打卡地
中，旬阳一个免费的野炊峡谷非常受欢
迎，打造峡谷的博主“陈优秀”也在不断
地坚持下， 迎来了短视频创业的新机
遇。

“陈优秀”原名陈昌余，今年 30 岁，
是旬阳市铜钱关镇一个地道的农村小
伙，从学校毕业后去过砖厂、做过建筑
工人、销售、驾培，此前在安康城区做抖
音团购的他，心里一直看好“三农”短视
频创业，在家人的鼓励下，放下一切，回
乡开启了短视频创作。

对拍摄和剪辑都略懂的他来说，创
作之路无疑是艰难的，为了拍好一个画
面，只能架着三脚架反复地走位、试拍，
一个镜头就要拍好几次，拍摄画面和角
度也不够美，剪辑也是有些生涩。 从三
月初到如今，他的视频从几十秒到三分
钟，内容充实了、画面也更好了，很多视
频的观看者想要去游玩，就这样，峡谷
的人气慢慢就高了起来。 “一个人玩不
如大家一起玩，人越来越多后，为了大
家方便， 我就改造峡谷， 修建平台、泳
池，现在一天能来两三百人。 ”陈优秀
说。

在陈优秀的抖音主页简介可以
看到 ，他是纯手工打造一个开放的野
炊露营基地 ，他的视频下方很多网友
留言让他收费 ， 担心他的生活问题 。
“只要这里不机械化 ， 我会一直免费
的。 ”面对网友的好意，陈优秀坚定地
说，“因为这里就花费我一个劳力 ，我
在自己家 ， 吃喝也花不了多少钱 ，唯
一就是设备上需要一些 ，很多朋友也
支持我很多 ， 这是我个人自愿行为 ，
没考虑过盈利模式。 ”

陈优秀的视频内容从家乡特色美
食逐渐转向峡谷改造，受到很多网友的
支持和喜爱，就在 7 月 10 日，他的一条
视频引爆了流量，点赞 9 万，播放量达

到 1600 万，一夜涨粉 5 万多，这让长期
坚持的陈优秀激动到不知所措。 “那天
我特别激动，不知道该咋办，我不敢看
手机，就不停地给朋友打电话，一会儿
看一下看一下， 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几
乎一夜没有睡觉。”提到当日的经历，陈
优秀的言语中仍有掩不住的激动。

因为这一日的到来饱含了他太多
的心酸和坚守， 回忆过去几个月的经
历，陈优秀说：“从三月到现在，真的很
漫长也很难，一开始因为不熟练，内容
也单一，视频流量不是很好，两三个月
都维持在 2000 左右，不是没想过放弃，
而且身边也有亲友说， 一个 30 岁的大
男人，不去工作养家，搞什么名堂，不如
去工厂打螺丝，他们就感觉拍短视频是
好逸恶劳、 没事儿干的人才去做的，但
是我就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你
越是说我干不好， 我就越要干给你看，
还好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最后就咬牙
坚持了下来……”

在峡谷的游人日渐多了之后，陈优
秀也遇到很多难题，炊具不够，热心的
朋友或者餐厅老板来送； 没有厕所，朋
友送来还帮忙安装好； 饮水不方便，村
上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路走来，陈优
秀的坚持打动了很多人，他们帮助他鼓
励他，网友也积极献计献策，希望他可
以发展的更好。

如今， 他每条视频的播放量都稳
定在百万左右 ，对于回乡打算宣传家
乡和特产的他来说 ， 也看到了曙光 。
他的生活也因此更加充实 ，从早晨六
点到晚上十点多 ，给来客提供所需之
物 、改造峡谷 、收拾垃圾 、剪辑视频
……陈优秀说 ，“我不是网红 ，安康山
水才最大的网红。 未来会选择直播带
货 ，把家乡的特产竹笋 、腊肉 、粉条等
农产品推广出去 ，让附近的农户多一
些收入 ， 让更多人重视抖音助农 ，虽
然我只是个没文化的犟驴。 ”

（来源：华商二三里）

陈昌余：“安康山水才是最大的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