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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院落大多是在旧址上重建，保留了村庄原有的肌理。 从

外观上看，错落的石围挡，本色的夯土墙，青褐的瓦屋顶，都沿用
了紫阳传统民居元素。巨大的玻璃窗淡化了室内外边界，坐在室
内不仅能享受到温暖的冬日阳光，还将近树远山、高天薄云尽收
眼底。 屋内布局舒朗淡雅，原木桌椅温润亲和。

花婆婆民宿秉承了现代康养民宿倡导的 “低碳”“环保”“自
然”理念，凸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见素抱朴的东方哲学和生
活美学，又强调了优秀地域文化的延续性，注入了新时代精神。

厨房里隐约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这是管家陈林翠在制
作油泼辣子。她将本地辣子和着大蒜一起剁碎，泼上滚开的芝麻
油，放凉后装进罐头瓶，以备客人就餐时选用。 来自城关镇新田
村一组的陈林翠做了 30 年的家庭主妇，凭着一手好茶饭，在 52
岁这年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2500 元的底薪， 另外还有提
成。 我七、八月份的工资最高，都将近 5000 块钱。 ”陈林翠说。

周显国、李玉秀夫妇和陈林翠年纪相近，也是第一次找到稳
定工作。以前，他们家以种菜为业。“头天把菜摘回来、理好，早上
两三点钟就去县城占摊位。 去晚了，就没地方摆了。 ”周显国说，
把菜摆好，睡一觉瞌睡天才亮。后来修建民宿度假区征收了他们
家的房屋和耕地， 置换了一幢 150 多平方米的砖混楼房。 搬新
家、立新业，周显国现在被聘为民宿的“万能工”，每月 3000 元固
定工资；李玉秀成为民宿管家，平均每月工资 3000 多元。一年下
来，夫妻二人务工收入 7 万元以上。

据紫阳县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夏开松介绍， 花婆
婆民宿自今年 7 月正式运营以来， 累计接待游客 2600 人次，实
现销售额 105.5 万元，带动 14 户村民就地就业。

花婆婆民宿度假区在公路左边，右边一排两层建筑，是这里
原住民的置换房屋。曹义军置换的房子面积最大，也是装修得最
好的，全景玻璃和大露台外，挂着“月亮湾民宿”的招牌。“老家的
基础设施建好了，又有花婆婆民宿带动，乡村旅游的大环境起来
了。 ”在咸阳经营供水供暖设备的曹义军注销了公司，投入 200
多万元改造出 6 间住房。脱贫户周显军、周显宝用置换的房子开
办了农家乐，创业青年欧阳维维租用置换房开办了“栖乐居”民
宿。 在花婆婆民宿的带动下，青中村民宿产业集群逐渐形成。

民宿是什么？对于周显国和他的乡邻们来说，就是一个拴得
住心、留得住人、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而对于紫阳民宿产业发展而言， 花婆婆民宿是紫阳县打造
民宿品牌、推动民宿集聚发展的成功尝试，是整合资源优势、彰
显地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其势已成，点面结合布局产业集群

初冬的风吹得竹林“簌簌”作响，天气预报提示晚间将会有
小雪。梦紫阳民宿里，苟云华正和酿酒师品饮今年新出的第一缸
米酒，炉火把琥珀般的米酒映成了桃花色。梦紫阳民宿位于高桥
镇兰草村，米酒是开发的下游产品。 在花婆婆民宿建成前后，紫
阳县又有梦紫阳、杨家院子、焕古六舍等 15 家精品民宿投入运
营。

紫阳县拥有独具一格的民俗风情、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乡
村资源，境内高速、国道、省道、汉江水道纵横叠加，是安康市文
旅康养产业“一核、两带、三区”的重要节点。 紫阳县坚持政府主
导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发展，出台《关于支持民宿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设立民宿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方式对全县民
宿产业项目进行扶持。 自 2018 年以来，全县累计捆绑各类项目
25 个，完成投资 1.56 亿元，为民宿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天可体验插秧、稻田抓鱼，晚上看老电影，或者躺在柔软

的草坪上看繁星满天， 听溪水潺潺。 西安游客宋斌说：“没有想
到，梦紫阳这充满农耕元素和怀旧情调的小院，前身竟然是闲置
的国有资产。 ”梦紫阳民宿的大部分房屋建于 1945 年，先是地主
庄园，后来收归国有，并长期为紫阳农场使用。 紫阳县为了盘活
国有资产， 引进创业致富带头人苟云华开发民宿。 苟云华接手
后，共改造住房 11 间，流转稻田 78 亩，建成茶叶加工作坊和米
酒工坊，探索“民宿+茶叶+稻米+茶米酒”三产融合模式，形成住
宿、休闲、团建、研学等为一体的“山乡慢生活”主题民宿。

紫阳县鼓励对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将农耕文化、传统工艺、
民俗礼仪、风土人情等融入乡村民宿建设，变“闲置房”“空心村”
为“网红点”“体验村”，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民宿发展特色化。

同时，营梁村的“杨家院子”由农家乐升级改造，成为观赏茶
山风光、品尝富硒美食的特色民宿；贾坪村的山间小筑，在保留
土坯房风貌的基础上打造“观江民宿”；农安村的开心农场依托
自然环境和生态优势，建成农耕体验主题民宿。紫阳县还通过依
托旅游景区、利用原生资源、围绕茶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形成
“民宿+美丽乡村”“民宿+非遗”“民宿+购物”“民宿+研学”“民
宿+美食”的发展构架。

“紫阳县始终坚持政府引导鼓励，尊重市场规律，主张民宿
服务个性化、特色化与民宿运营规范化、专业化相统一。”紫阳县
副县长秦宗道说，“我们结合资源优势， 已经完成民宿产业的点
上布局。通过以点带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联营联建打造民宿
产业集群，塑造民宿经济的整体品牌形象和价值，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

其兴可待，生态绿色铺垫发展底色

从紫阳县文旅广电局获悉，目前紫阳县还有 23 个民宿项目
正在规划建设当中。 民宿主们为什么敢于将真金白银投入到民
宿产业，投的是紫阳生态旅游的未来。 紫阳民宿产业的走向，不
仅仅是停留在吃资源优势的老本， 更重要的是始终坚持与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大势同向同行。

安康市是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来安考察期间，作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的科学论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推动陕南绿色循
环发展”“建设安康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给安康未来
发展明晰了科学定位。

在 9 月 27 日召开的安康市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市委书记武文罡指出，要增强“旅游+”“+旅游”思维，坚持发
展与保护协同、产业与生态相融、重塑与提质并举，以生态环境
为最好本底，以文旅康养为有力支撑，以全域创建为主要抓手，
聚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链，推动全市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紫阳县开掘“山水硒、茶歌道”的资源优势，县委、县政府顺
势而为，借势而进，乘势而上，建立文旅康养产业链链长制，落实
两名县级领导主抓，县文旅广电局牵头，18 家县级部门配合，大
力实施“旅游+”“康养+”战略，打造“汉江画廊·茶歌紫阳”品牌。

由紫阳县委、县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重点产业链链长制的
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文旅康养产业布局，推进全域旅游提质增
效，加快新业态培育和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一批休闲旅居、田园
观光、亲水体验、森林探险、健康运动、疗养研学等康养基地。

紫阳县县长向德刚说：“紫阳县将不断放大生态优势，以‘全
域资源、全面布局、全民参与’规划全域旅游，通过‘育龙头、强链
主、补链条、搭平台、保要素、建集群’的工作思路发展好旅游产
业链，为全市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紫阳贡献！ ”

（本组图片由紫阳县政府办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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