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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智贤 通讯
员 陈鑫）记者日前从汉阴县文旅
广电局获悉，为持续打造汉阴“四
季旅游”品牌，通过举办文化 、旅
游、商贸、体育等主题活动 ，借助
“十一”黄金周、金秋旅游季，激活
汉阴旅游客源市场， 促进消费市
场快速恢复增长， 带动三产融合
发展， 加快推进汉阴县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汉阴 ，
2022 年水稻种植面积 10 万亩，预
计产量 2.5 万吨。无论在月河川道
还是在南北两山， 随处可见秋波
摇晃着稻谷， 沉甸甸的稻穗有节
奏地波动着， 好像金色的海浪在
涌动，风吹稻浪，流淌着沁人肺腑
的稻香。

据介绍 ，2022 年汉阴县稻香
旅游季系列活动， 从 9 月 8 日起
至 10 月 30 日结束。 活动期间，将

举行“‘凤堰梯田·魅力相约’———
汉阴县凤堰采风创作暨第十四届
中秋诗会”，邀请省内外游客相聚
凤堰以诗会友弘扬中华优秀诗词
文化，彰显汉阴文化旅游特色。 举
行 “‘金秋稻香号 ’旅游专列畅游
汉阴”活动，通过旅游专列激活省
内“火车旅游”市场 ，发挥旅游专
列“一线多游”的优势 ，与专业旅
游市场主体合作将汉阴纳入旅游
站点。 联合自驾游协会举办“金秋
自驾游凤堰”主题自驾活动，让游
客在自驾的乐趣中体验汉阴最美
乡村，吸引省内外自驾游爱好者、
旅游机构来汉自驾体验、 观光休
闲，引爆陕南乡村旅游市场。 举行
“魅力凤堰交响音乐会” 活动，让
您在凤堰古梯田景区， 不仅可以
看到稻谷飘香、一丛金黄的景象，
还可以欣赏到美妙绝伦的音乐盛
宴， 让田园的美丽风景与悠扬的

音乐合二为一。 以洞河水库环湖
路为主线，承办“2022 中国·环秦
岭第六届自行车联赛”活动，让运
动员在比赛中体验汉阴美景 、美
食，吸引省内外游客观光休闲，带
动服务业消费， 推进体旅融合发
展。 开展“乡村民谣音乐”表演，以
新时代乡村民谣为主线， 吸收现
代音乐流派，在县城凤凰广场、双
河口古镇、 凤堰古梯田等人流量
大的地方， 以流动音乐车的形式
表演，提升旅游季文化内涵，带动
服务业消费， 助力夜经济。 举办
“相约双河口桃园 ‘桃 ’欢乐冬桃
观光采摘节”活动，充分展示双河
口古镇良好的旅游资源优势和独
特的农业文化 ，形成 “以农促旅 ，
以旅兴农”的经济发展模式，加速
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推进农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

汉阴县将举行稻香旅游季系列活动

蓝天碧空万里，青山绿水悠悠。 日前，沿着蜿蜒的
盘山公路,驱车三个多小时，记者走进岚皋县官元镇，
沿途的景色美不胜收， 沉甸甸的猕猴桃枝头高挂，黄
绿相间的谷穗迎风摇曳， 饱满带刺的板栗即将成熟，
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以来，岚皋县官元镇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
挥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紧盯
特色产业、狠抓人居环境，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
心，着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集中打造“三古
逸境·秀美官元” 乡村特色旅游， 走出了一条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的农旅融合新路子，激发起乡村振兴新
活力。

党建引领聚合力

乡村要振兴，党建必先行。 官元镇始终将党的建
设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定盘星”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抓基层组织建设，凝聚人心，以党的建设聚合发
展新动能。

该镇按照“党建引领、区域协作、资源共享、全域
发展”的总体思路，大力推行“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
源联享 ”工作机制 ，探索建立支部直接主导 “非遗作
坊”、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沿江林果、龙头大户带动富
硒茶叶、中小经营主体打造连片魔芋、跨县区共建“富
硒贡米、富硒贡茶”联合品牌的“三联”工作新模式。

古家村和龙板营村共有近千亩的连片古梯田，自
古就有种植水稻的传统，还有红香米进贡慈禧太后的
传说。如何盘活古梯田助农增收？2018 年，官元镇经多
方调研，决定通过两个支部共同引入市场经营主体的
方式，联合建立“西部皇田”富硒大米核心种植基地，
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订单收购等方式，统一种源选育、
统一管护流程，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牌打造、统一销
售运营，不断提高“西部皇田”富硒贡米的知名度和产
品附加值。 几年来，该基地累计带动 200 余户群众就
业增收。

今年以来，结合县委组织部推行的“一亩实践田”
工作， 古家村驻村工作队在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下，围绕丰富的稻田资源 ，又大胆的探索了 “稻鱼共
生”复合种养模式。

眼下，稻鱼即将迎来丰收，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
队长祝恒海每天都会去稻田里查看，生怕错过最佳收
割时机。 “今年多地旱灾严重，这里好在离水源地近，
减产不大，预计能够产出千把斤稻谷，七八百斤鱼。 ”
祝恒海告诉记者，“三联”工作机制在推动两个村的富
硒大米产业发展上成效明显，如今采取“稻鱼共生”复
合种养，希望通过“实践田”的先行先试，在提高稻田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助农增收上实现新的突破，也为乡
村旅游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古家村的“稻鱼共生”项目，官元镇还结合各
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和各村（社区）的实际，推动团兴
村种植水果玉米和紫薯等新品种，走直供生鲜超市的
发展模式，推动二郎村尝试‘五味子、淫羊藿’的人工
试种，走‘靠山吃山’的生态发展之路，通过‘一亩实践
田’的经验积累，为全镇产业提质增效趟出一条新路
子。

特色产业拓富路

位于团兴村 2 组、4 组的 300 亩猕猴桃园区里，沉
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静待成熟采摘。

据安康市商务局驻团兴村第一书记殷卫华介绍，
该园区于 2017 年开始启动建设， 属于村集体经济。
2021 年猕猴桃首次挂果，预计 2024 年进入丰产期。

“今年受旱情影响，稍有减产，估计产出 20 余吨，
收入 20 余万元，能保住工人工资、管护开销和集体分
红。 ”团兴村党支部书记舒基会说，随着近年来高山群
众移民搬迁，大片土地撂荒，大量劳动力闲置，因为村
里有生长野生猕猴桃的历史，又有帮扶单位和县镇的
政策项目支持，流转 50 多户土地种起猕猴桃，带动 50
余人就近就业，村民还有产业分红，人力和土地资源
盘活了，群众也增收了。

官元镇立足高山富硒资源禀赋，始终将特色产业
发展壮大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 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头戏来抓 ，围绕水稻 、茶叶 、猕猴
桃 、畜牧、中药材、林果等特色产业，通过外引内扶，先
后引进荣元茶业 、鑫鹏农业 、精派农业 、硒山源农
业等企业 ， 建设标准化茶园 500 余亩 、 改造老旧
茶园 1000 余亩 ， 种植有机大米 1000 余亩、 猕猴桃
800 余亩、优质核桃 600 余亩 、花椒 300 余亩 ，已建
成市级农业园区 1 个 、县级农业园区 9 个 、万头
仔猪繁育基地 1 个 ，培育茶叶加工企业和粉条加
工厂各 1 家 ，带动大量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我镇将进一步激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
在大北河沿线，大力发展猕猴桃、板栗、核桃等沿江林
果产业。 发挥市级茶叶园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助力陈
耳、龙板营等茶叶园区和茶叶加工企业提质增效。 利
用万人寨、鸡蛋梁等丰富的林下资源，依托青青林下
和杨志刚家庭农场的成功经验，在陈耳、古家、吉安等
村（社区）大力发展林下魔芋，建成林下种芋连片种植

基地。 ”对于下一步的产业布局，官元镇镇长李亮了然
于心。

人居环境焕新颜

干净整洁的入户便道，景色怡人的农家小院，整齐
划一的垃圾回收箱， 更有村民春风满面的笑脸……在
官元镇村村落落， 一幅幅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现在
眼前。

今年 70 岁的吉安社区村民罗尚超坐在院坝边的
花坛旁乘凉， 一边与邻居聊着天， 一边看着眼前的风
景。 见到记者到来，他说：“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旱
厕改成了冲水厕所，猪圈牛圈都进行了归置，环境也变
好了， 我们住在这里心里很敞亮， 这得感谢党的好政
策！ ”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行为习俗提升是实现乡
风文明、生态宜居的强大抓手。 今年以来，官元镇按照
“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依
托“清、拆、建、管、规”五字诀，大力推进“三个三”建设，
打造干净整洁、亮点突出的沿线环境，达到人美、室美、
厨厕美、庭院美、村庄美的目标，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培育好家主、家业、家风“三个家”。 在所有常住家
庭中，确定一名能理事的家主，做到家中的事有人管，
培育一项增收产业，保障一家人正常的生产生活需求，
传承一个积极健康的家风家教，教养一批明事理、懂感
恩、会奋斗的正能量的人。 落实好进院、进圈、进点“三
个进”。 督促所有家庭柴草杂物进院落，保持门前院后
整洁，鸡、鸭、猪、狗进圈舍，保持房屋周边卫生，生产生
活垃圾进集中收集箱或者收集点，保持人居环境干净。
建设好增绿、增美、增收“三个增”。 在庭院中增加绿化、
亮化、美化和庭院经济建设，探索时令果蔬种植、特色
中药材种养、 高山盆景栽植和民间手工艺传承等多种
办法，为农家小院增添一抹绿色生机，增添一份美好心
情，增添一卷和谐画面，增添一份家庭收入。

据统计， 官元镇全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和行为习
俗提升活动 50 余场次，实施院房提升 124 户，完成厕
所革命 52 户，清除脏乱场所 100 余处，开展评比检查
30 余场次。

农旅融合促振兴

沿着堰官路前行，在龙板营村入口，一处错落有致
的橙墙黛瓦院落群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结合上级领导的调研意见， 通过科学论证，
规划打造出‘三古逸境·秀美官元’乡村特色旅游的发
展路径。 这个地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取名 ‘刘家大
院’，目前主要以民宿餐饮为主，后续会陆续融入体验
式旅游等等。 ”官元镇党委书记孟祥志告诉记者。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刘家大院依山傍水，有千年
古银杏树相伴，更显古朴，硬件设施很完善，发展倾向
于有主题、有温度、有创意、有乡愁、有体验的中高端住
宿。

“这一片有十几户，大多都是三留守人员，有平房
也有新建的楼房，房前屋后都是鸡圈、猪圈、旱厕、小菜
园、柴火堆......杂乱无章，后来在镇政府的引导下，我们
做起了民宿，统一规划，逐步翻新完善，焕然一新，房左
邻右也看到了希望。 ”刘家大院民宿负责人刘支术如是
说。

据了解，为打造“三古逸境·秀美官元”乡村特色旅
游，官元镇结合“院房”提升行动，在堰官公路的入境
口， 对团兴村十三铺子新兴街区进行统一风格的集中
改造，扮靓开门迎客的新形象。 依托古家、龙板营境内
的千年古银杏、皇家古梯田、耕织古院落等现有资源，
通过院落改造、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等方式，打造田园
观光聚集区。 立足吉安古磨坊、集镇老街风情、巴山溪
谷漂流、桂家院子古树群和二郎钟乳溶洞等“深藏闺中
待人识”的可延续性开发资源，不断丰盈和拓展官元全
域旅游的新动能。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厌倦起
城市里的喧嚣浮躁，选择深度游，择一处民宿，还原生
活本色，感受自然之美，了解当地文化，深入体验田园
农耕，放飞思想，放空心情。 官元镇通过古院落改造布
点，出入境主干道连线，田园风光、老街体验、二郎探秘
‘三区’融合结面，线上农旅产品销售和线下娱乐观光
集网的方式，打造和绘就宜居宜旅宜业的时代新画卷，
不断提升官元全域旅游的影响力和吸附力。

“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 乡村振兴之
路道阻且长，党建引领是基础，产业兴旺是关键，生态
宜居是核心，践行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既是乡村振兴
之魂也是民族振兴之本， 只有凝聚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和调动广大群众的自主参与热情， 我们的乡村振兴和
民族振兴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官元镇党委
书记孟祥志说，官元镇旅游资源丰富，底蕴深厚，山川
秀美、民俗古朴。 下一步，官元镇将深挖资源优势，深耕
农旅融合产业链，跑出官元产业发展加速度，形成“大
项目、大投资、大发展”的新格局，打造出以新农村建
设、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四支“画笔”共同描
绘的官元发展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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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