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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平利县大贵镇 ，山上茶园绿意葱茏 ，
生机盎然 ；山腰间竹林和农舍 ，恬静悠闲 、清
新雅致；山下集镇安置区的社区工厂里 ，工人
们手上不停地忙碌着 ，专注 、认真 、细致……
一幅幅景美人勤的乡村画卷图跃然眼前 ，让
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大贵镇依托镇域特色和资源优势，
积极谋划，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以打
造“魅力大贵，农旅小镇”为目标，深度挖掘文化
内涵，大力推进农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一产“接二连三”发展，形成三产融合发展机制，
做大做强镇域经济，走出了一条山上兴产业，山
下办工厂的乡村振兴路。

产业兴旺乡村美

近日， 走进大贵镇稻油一体化种植示范基
地，仿佛置身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世界。千亩成
片的水稻进入成熟期， 错落有致的梯田缀于山
间，大的十亩八亩，小的一两亩，与周围的树木、
村落、天空融为一体，在晨曦的照耀下和云雾的
笼罩中泛起碧波，若隐若现，宛若仙境，呈现出
“大地染金”的壮丽景观。

“我们的稻谷不仅长势喜人，里面还暗藏玄
机，藏着我们发家致富的宝贝呢……”大贵镇种
植户贾文林骄傲的说。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这里的梯田不仅看起
来如诗如画，内里更是别有洞天，是大贵镇积极
探索“稻鱼共生”生态农业的结果。 稻因鱼而优，
鱼因稻而肥。 “稻鱼共生”是一种田面种稻、水体
养鱼的生态农业模式，其以稻谷生产为中心，发
挥鱼类增肥、增温、除草的作用，促进稻谷稳产、
稻米提质，产出优质的稻花鱼，是典型的生态型
种养结合有效实践。

“马上就要到收获的季节，每年都会有不少
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赏美景、体验农事生活、
购买预定的大米、 稻花鱼、 皱皮柑等天然农产
品。 ”当地种养“大户”王银说，村里像他一样通
过生态种养结合走上致富路的村民有很多。

坚持党建引领，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大贵
镇依托资源禀赋，采用“支部+合作社+大户+劳
务公司+农户”组织方式，探索稻鳅套养、稻虾套
养、稻鸭套养等高产、优质、安全、高效的综合种
养新模式，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双收、一体共生、
一园高效， 走出了一条特有的农旅融合产业发
展之路。

据统计，大贵镇现有耕地 1.9 万余亩，其中
水田 4000 余亩，旱地 1.5 万余亩，已改造高标准
农田 308 亩， 年均种植富硒粮油 2500 余亩、水
稻 2000 余亩、玉米 5000 余亩、魔芋 1500 余亩，
建设粮油经营主体 10 家，生产基地 7 个。 建成
儒林堡 500 亩稻油一体化种植示范基地和后
湾、 嘉峪寺 750 亩集中连片稻渔油一体化综合
种养示范基地，亩产稻谷 500 余公斤，累计投放
鲤鱼、草鱼、黄骨鱼、花鲢等 200 万尾，丰收期稻
鱼亩均产值达 1 万余元， 带动 200 余户 700 余
名村民实现年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赚钱顾家两不误

窗明几净的车间， 排列整整齐齐的机械设
备，一双双跳跃于设备和材料间的巧手，社区工
厂内一派繁忙的景象， 袜子厂、 毛绒玩具厂和
电子元件厂的员工都忙而有序地赶进度。 见记
者到来，50 岁的吴小丽满脸幸福的说道，“我么
得啥技术，出门找不到工作，么想到家门口就能
上班，揍针线活，一个月有一两千的收入，太知
足了。 ”

社区工厂临栋一楼的“恩利便利店”，50 岁
的店主王恩利正坐在柜台前手脚熟练的翻袜
子。

记者出于好奇，进门与他攀谈起来，他告诉
记者，2020 年外出务工回来，因为疫情，又加上
年龄大，他就租下这间门面开起便利店。 “开店
每月收入 2000 多元， 翻袜子每月挣个五六百，
一个月我能收入 3000 多元，不比外出打工挣的
少，生活富足，也不用给国家添麻烦。 ”说着，王
恩利笑着扳起手指算了起来。

“我们的订单充足，合作伙伴固定，资金设
备完善。 可以居家完成的简单工序，我们提倡家
庭工坊式作业，以计件开工资，既提升效率也能
带动更多人致富。 ”社区工厂负责人王理想颇有
成就感。

如今的搬迁社区，一排排整齐的楼房，风格
统一，环境优美。 “在这里，居民有自己的小菜
园， 还可以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丰富多彩的
活动，又能在社区工厂挣钱，收入稳定了，打麻
将、扯闲话的情形少了很多，家庭没有矛盾、邻
里都很和睦，群众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 ”后湾
村支部书记陈进明说。

大贵镇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挪穷窝、换
穷貌、拔穷根，不仅让老百姓“搬得出”，更让搬
迁户“稳得住、能致富”。 据了解，大贵镇搬迁户
共计 649 户 1771 人，集中安置 603 户 1601 人，
分散安置 46 户 170 人，涉及 4 个安置区 3 个安
置点。 搬迁安置社区内公共服务配套齐全，有社
区工厂 5 个，工人 300 余名。

雅俗共赏富乡亲

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不可或缺。 走进大
贵镇儒林堡村，李红霞的“儒林望园”宛如一颗
灿烂的明珠，镶嵌在半山腰：炊烟袅袅，花簇掩
映，绿树成荫。 一处木制长廊临坎而建，极目远
眺，满眼风光，尽收眼底；七八余间茅檐石板房
舍，土黄色墙壁，尽显淳朴民风；屋内悬挂的烙
画，彰显文化积淀。

提起李红霞，儒林堡村人尽皆知，她既是金
州工匠亦是大贵镇典型新乡贤， 更是邻里四坊
学习的榜样。 她师从“江南烙画第一笔”毛怀青，
“在乡愁”根脉和非遗传承与创造需要等因素的
共同驱使下， 放弃了大城市发展机会， 于 2015
年毅然回到儒林堡村，潜心创作，历经 7 年，打
造文创基地，做靓“儒林望园”文化田园综合体，
让烙画艺术“活化石”在平利扎牢根脉，广为人
知。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以文化寻
根、回归自然、乡土记忆等关键脉络让自然资源
和文化因子融合起来，带动新型产业业态，让父
老乡亲荷包鼓起来，让美丽家乡富起来，是我一
直以来的奋斗目标。 ”提及文旅融合，李红霞眼
里满是憧憬。

村风民俗 、平利风物在当地的葫芦 、竹子
上留下烙印 ，筷子 、梳子 、茶叶和酒包装成为
唤醒乡愁记忆的载体 。 结合技艺 、精神文化 ，
以“儒林望园 ”文化田园综合体为中心发展起
来的儒林堡村文创产业 ， 带动周边旅游观光
产业 、酿酒产业和社区工厂共同发展壮大 ，预
计带动 30 余名劳动力就业 ，走出了一条创新
发展的新路径。

未来的儒林堡村，雅俗共赏，来了就能吃最
地道的美食，喝最甘醇的粮食酒，赏最“平利”的
传统文创作品， 看最 “大贵” 的乡土乡村美景
……

“下一步，我镇将整合乡村资源，推动农业
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一
塘一堤春趣游’‘乡村风情夏野游’‘缤纷禾田秋
收游’‘烟火农舍冬食游’， 实现四季皆可游，推
动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努
力构建文化热、旅游火、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格
局。 ”镇党委书记计香，对大贵镇今后的发展了
然于心。

蓝天如洗，群山连绵，绿水环绕。时下，
虽已立秋，但似火的太阳依旧炙烤着大地，
热浪随着空气流动，一波接着一波。从汉阴
县城沿着蜿蜒曲折的汉药公路向北前行，
一条长约 80 公里的溪流自北向南纵横连
绵，默默滋润着两岸百姓和数万亩林地。走
进猕猴桃小镇———汉阴县观音河镇， 放眼
望去，山坡上、田地间、公路旁……连片的
猕猴桃林呈阶梯状分布，层层叠叠、郁郁葱
葱。满眼绿色让人清凉不少，山间美景更令
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 该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核心， 聚焦建设
“五美观音河”总体目标，按照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推进
绿色循环发展， 推动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
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强镇富民
的绿色发展之路。

兴产业 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跨过观音河水库坝基， 沿着环库路前
行两公里， 来到观音河村五组蜂糖李产业
基地， 十几名工人正在进行采摘后的夏剪
和施肥。 “400 亩蜂糖李在半个月前已全面
采摘并销售一空，市场上供不应求，今年实
现销售额 50 万元”， 基地负责人丁林松喜
笑颜开道。

2016 年丁林松以 “大户+农户” 的模
式， 流转该镇观音河村和合心村 500 余亩
撂荒土地，发展紫皮脆李 100 余亩、蜂糖李
400 余亩，并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取酬等方
式把 30 余户群众牢牢镶嵌在产业链条上。
在蜂糖李产业的带动下， 当地村民除了参
与果园管护外， 在房前屋后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栽花植木，让青山秀水间、田园屋宇
后，皆是美不胜收的小景观。

蜂糖李的甜味还未飘远 ， 猕猴桃的
果香味即将打开游客的 “味蕾 ”。 在果实
即将成熟的猕猴桃园里 ， 一串串鸡蛋般
大的猕猴桃密密匝匝的挂满枝头 ， 长势
喜人，一片丰收的景象 。 今年 9 月初 ，观
音河镇将举办猕猴桃丰收采摘节 ， 广大
游客就可以采摘品尝。

据了解，2017 年依托猕猴桃 “东扩南
移”的机遇，该镇积极探索发展以猕猴桃为
主的水果产业，随着猕猴桃产业成效初现，
该镇不断完善联农益农机制， 积极探索反
租倒包、划地到户等模式，将受益面扩展到
最大化， 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实现了“振兴一方产
业，繁荣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群众”，蹚出一
条猕猴桃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从 2017 年第一根藤蔓在观音河岸冒
芽开花，到如今 2800 亩高标准、规范化园
区星罗棋布； 从 1 个村的先行先试到全镇
7 个村的全面覆盖。 5 年的实践与探索，当
地的村民们都已熟练掌握猕猴桃的栽种管
护方法， 并从心底认同党委政府为他们选
准的这条满溢果香的致富增收路， 猕猴桃
产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优生态 提升美丽乡村新颜值

晚饭过后， 水田村村民陈世新习惯到
刚刚建好的河边公园散散步。 行走在人行
步道上， 听着河里传来阵阵儿童嬉水的欢
笑声，看着沿河两岸的老人在悠闲地散步，
村里孩子们在平坦的水泥路上追逐玩耍，
亭台水榭与近处的民居、 远处的田园相得
益彰……在优美的环境下锻炼身体， 他很
享受这个过程。

“随着公园的建设，许多迁走的人都愿
意回来， 为沉闷的乡村增添了几分活力”，
陈世新说道。 2021 年水田村入选为乡村振
兴示范村， 该村集镇段河道治理工程被列

为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和田园综合体项目，
共投资 295 万元， 以 240 亩农旅融合猕猴
桃示范园为背景，建设亭廊、停车场、观光
步道、猕猴桃园外侧步道栏杆，每个细节都
凸显出了猕猴桃小镇特色。

“以前这里到处是菜园子、 垃圾堆，杂
乱不堪，环境很差，看着就糟心。 现在改建
成了观光步道， 一有时间就带着小孩去活
动活动，心情特别舒畅！”站在河边凉亭里，
谈起如今的生活感受， 水田村杨记私房菜
老板杨晓明喜不自禁。 2021 年以前在外创
业，随着人居环境改善后，他放弃了在外奔
波，租用村民闲置房屋，做起了私房菜。 每
逢节假日和双休日，顾客盈门，他的收入不
比在外经商差，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

优化了“面子”，更要做实“里子”。该镇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 更注重发挥群众主体
作用。在进步村，持续开展卫生示范户评比
活动，评比结果与爱心超市积分、道德评议
挂钩， 用利益挂钩约束群众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以点带面， 带动村户面貌整体改
善。 在合心村， 严格落实 “林长制”“河长
制”，并创新推行垃圾分类处置，鼓励村民
将不同垃圾分类包装， 到垃圾分类处置置
换站积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与学习用具，
实现垃圾降低存量、变废为宝。

美丽生态催生“美丽经济”，越来越多
的游客跑到观音河镇打卡拍照，游山玩水，
村民的心思也活络起来， 越来越多村民跟
杨晓明一样，开办农家乐、私房菜，把资源
用起来，让产业兴起来、乡村美起来、钱包
鼓起来。

强治理 凝聚乡村振兴新动能

“老谭，我家种玉米，这个玉米保险是
怎么办的？”“老谭，过几天我家猕猴桃树要
修枝，你来帮忙指导一下。”今年 62 岁的谭
相兴是药王村退休村干部， 有着 39 年党
龄。退休后，他主动挑起村猕猴桃产业管理
的担子，为村集体产业发展发挥余热。闲暇
之余，他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参加培
训等方式，不断积累猕猴桃管护经验，主动
为村民排忧解难， 成为远近闻名的猕猴桃
“土专家”，2021 年被观音河镇评为产业致
富带头人。

“张姨，您昨天打电话说需要的日用品
已经到了，您这会儿在家吗？我给您送去。”
“小陈，我是你李姨，我们家电费没了，麻烦
你帮我代缴一下” ……这是合心村人大代
表陈红的生活日常。

谭相兴 、 陈红还 有 另 一 个 共 同 身
份———村级“321”网格长，类似于他们活跃
在基层一线的网格长，该镇还有 176 名。观
音河镇依托“321”基层治理模式，以村民小
组为基础，按照“就近就便、方便管理”的原
则，统筹考虑地域面积、人口分布、网格任
务等因素， 将 7 个行政村划分为 129 个基
础网格，真正实现了网格划分无交叉、无遗
漏、全覆盖，明显提升了矛盾纠纷调解、防
诈骗宣传、疫情防控宣传、民事代办、风险
排查报送等工作的效率。今年来，该镇为进
一步推动“321”基层治理模式提质增效，使
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双网融合”，以“321”
基层治理模式网格划分为基础， 在有 3 名
党员的网格中建立网格党小组 26 个，不断
建强组织体系，延伸组织触角，为农村无职
党员搭建发挥作用的平台， 推动人员在网
格服务、 资源在网格聚集、 问题在网格解
决。

在兴产业、优生态、强治理一系列举措
的推进下， 乡村振兴画卷将绘就的更加壮
美，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将成色更足，“产业
美、生态美、生活美、宜居美、人文美”的“五
美观音河”愿景正逐步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