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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毅前行 ， 走过极不平凡的 2022
年；继往开来，迎来充满憧憬的 2023 年。
回顾过去这一年， 全市文化和旅游广电
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战疫情、抓复工、强服务、优供
给、保稳定，奋力推动安康文旅高质量融
合发展， 为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作出了贡
献。聚焦 2022，展望 2023。本刊记者对此
专访了石泉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王
守明。

王守明说，回首 2022 年，石泉县文
化和旅游广电局在艰辛中崛起， 在改革
中淬炼，在发展中壮实，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创造性践行“两山”理论，围绕
“山水田园、康养休闲”发展定位和“一核
引领、四区联动”发展布局，狠抓项目建
设，不断推进旅游新业态引入，有力推动
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按照“现有景区抓提升、新兴业态抓
引入” 的思路， 实施生态旅游建设项目
19 个，完成投资 8.5 亿元。启动了草池湾
田园综合体建设， 完成了本草溪谷中医
药度假旅游区中医馆、 养生食疗馆及其
附属配套工程，加快云雾山景区索道、石
泉湾旅游康养项目、A 级景区基础配套
设施提升等工程建设，推动蚕桑、中医药
乡村工坊建设落地。

相继出台了 《石泉县旅游康养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促进文旅行业恢
复发展九条措施》等一系列措施，修订完
善了 《石泉县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奖励办法》。推出三期畅游石泉文旅惠民
消费券和 10 余条精品旅游线路，累计发
放 6000 余万元惠民消费券，争取企业纾
困资金 1 亿元， 兑现旅游产业发展奖励
资金 1100 余万元。举办了第三届鎏金铜
蚕文化国际研讨会暨“鎏金铜蚕·丝路之
源”招商经贸旅游系列活动，策划实施了
“跟着节气去旅行”“秦岭艺术季·夏至石
泉”等系列文旅活动，助推文旅消费市场
复苏。

全县新增新型文化空间 1 处、 文图
两馆分馆 11 处、村（社区）服务点 11 处、
图书馆服务点 7 处， 公共文化场馆全年
服务群众 100 余万人次；开展各类辅导、
培训 120 余场 3700 人次，“戏曲进乡村”

巡演走进 11 个镇 88 个村； 安装应急广
播终端 826 个， 实现全县应急广播信号
全覆盖； 新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名， 石泉柚子工效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七
批省级非遗名录。 石泉县获省级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资格，创
建工作全面铺开。

秦巴老街创建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雁
山瀑布被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景区，明
星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中坝
作坊小镇” 入选全国首批非遗和旅游融
合优选项目名录， 鬼谷岭景区荣获陕西
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王守明说，2023 年， 石泉文旅广电
局将按照建设美好石泉“五个五”总体思
路，以建设“省级文化旅游名县、区域性
康养旅居首选地和美好生活目的地”为
目标， 狠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和
旅游转型升级，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和生
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紧扣安康市文旅康养千亿级产业项
目打造，加快融入秦巴 1 号风景道，全力
推进“汉江亲水长廊”石泉段建设。 围绕
“秦巴山水·石泉十美”旅游形象定位，突
出“文旅+”“+文旅”双向发力，启动云雾
山鬼谷岭 AAAAA 级景区创建工作，力
促鬼谷岭观光索道早日投运； 推进中国
金蚕小镇、石泉湾旅游康养、秦巴文化研
学旅游等项目，加快建成汉江宿集、草池
湾田园综合体、隐居乡里、本草溪谷和汉
江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实施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升级行动，
着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释放
消费潜力。 充分发挥旅游输入性消费带
动作用，按照“一月一主题”，办好“跟着
节气去旅行”和春季汉水文化、夏季鎏金
铜蚕文化、秋季鬼谷子文化、冬季“庖汤
会”四季文旅活动，以及“春季山地骑行、
夏季赛艇龙舟、秋季徒步穿越、冬季半马
冬泳”四季体育赛事，加快推动旅游市场
消费全面回暖。

深挖鬼谷子、蚕桑、汉水、农耕、中医
药健康养生、非遗等特色文化资源，围绕
石泉汉江省级旅游度假区、 汉江石泉古
城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创

建，打造核心景区品牌。 提升“庖汤宴”
“蚕桑宴”“全鱼宴”品质，加快培育“石泉
食美”特色美食品牌。持续推出不同主题
的“旅游周”“旅游月”活动；扎实推进“旅
游+城镇化”“旅游+非遗”“旅游+农业”
“旅游+康养”等多产业融合发展。

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
范县为抓手，按照县级做示范、镇村抓规
范的思路和“整合资源、分步实施”的原
则，扎实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大
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行“菜单式”“订
单式”服务，推动 100 户以上安置点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 创新打造一批集
数字阅读、艺术展览、文化沙龙、才艺展
演为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 满足群众多
元化文化需求， 争创全国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试点县。

路虽远，行将必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 王守明表示，2023 年，石泉文旅广电
人将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和积极进取的精
神，全力打造“省级文化旅游名县”和“美
好石泉”，为加快建设幸福安康贡献石泉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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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 清晨的山风还带着丝丝寒
意，连绵的山垄间已是绿意盎然。在石泉县
喜河镇大雁村村委会活动室前， 挤满了或
背着背篓， 或抱着纸箱， 或提着竹篮的村
民， 他们一边笑意盈盈地攀谈着今年的春
耕打算，一边对着满载鸡苗，缓缓从村道上
驶来的大卡车翘首以盼。

为壮大村里的土鸡养殖产业， 切实助
农增收致富， 大雁村帮扶单位石泉县招商
服务中心积极发挥作用，通过“造血式”帮
扶助力村集体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此次
发放的鸡苗由该县招商服务中心出资
50%，另外一半由农户个人承担，为全村 91
户农户发放鸡苗 4000 只。

驻村工作队通过前期动员摸排， 统一
登记养殖户数，对接鸡苗养殖场预订鸡苗，
做到精准发放。为提高养殖存活率，此次发
放的鸡苗至少饲养 45 天，充分确保了鸡苗
的抗病和适应能力，从而实现饲养方便、成
活率高的目标。

鸡苗发放现场， 技术员一边温声提醒
村民慢慢来，一边麻利地收票捉鸡，村民们
高举纸箱、 塑料筐等着领取自己预定的鸡
苗，不一会儿，数羽优质鸡苗已在村民们各
自的箩筐里扑腾着翅膀。发放鸡苗时，技术
员和村干部详细讲解养殖过程中常见的问
题和土鸡养殖技术要领， 部分群众还提出
自己在养鸡时遇到的困惑， 技术员都一一
进行详细解答。

“养鸡投入少、见效快、技术门槛低，还
能卖个好价钱， 我一定会精心饲养这批小
鸡，努力提升家庭收入，为村集体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 ”村里的木匠杨业友领到了 50
只鸡苗，乐得合不拢嘴，他计划等小鸡长大
一点，就利用房前屋后的山林，让鸡自由觅
食，减少养殖成本。

驻村第一书记桂文桥说：“给大家发放
鸡苗不是最终目的， 激发群众发展养殖的
热情， 从而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质赋能才
是我们的目标所在。鸡苗长成后，我们还会
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彻底将‘输血’转化为
‘造血’，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强心剂’。 ”

近年来，大雁村紧扣“支部+合作社+
企业+农户”的模式，充分发挥支部引领作
用，利用“百企兴百村”行动契机，在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的牵头下， 大力推进土鸡养殖
产业、蚕桑产业和“订单式农业”，实现村集
体经济收入持续增长。下一步，该村还计划
在原有产业项目的基础上， 开拓李子园配
套建设项目和百亩农田改造项目， 扎实推
动村企共建，以现代化、标准化、组织化、品
牌化方向助农增收致富，激活乡村振兴“新
引擎”，为实现群众增收致富铺就一条康庄
大道。

养鸡“啄”开致富门
通讯员 王玉鑫

走走进进““十十大大农农旅旅小小镇镇””看看发发展展 之三

卡子镇：业兴民富乡村美 农旅融合放异彩
记者 胡智贤 通讯员 刘静

山水风光浑然天成 ， 万亩茶园层峦叠
嶂。 走进白河县卡子镇，沿着弯弯曲曲的山
路，一垄垄茶园映入眼帘，木瓜、香椿、红豆
杉等特色苗木顺着山岭绵延起伏， 界岭风
光、张黄大院 、特色民宿……俨然形成一幅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

卡子镇是秦楚交界的“生态茶乡”。 近年
来，该镇紧扣“一镇一业、一村一品”规划蓝
图，围绕“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发展理
念， 培育生态茶园 2.2 万亩， 年生产成品茶
50 吨，带动群众就地就业 2100 余人，逐步实
现“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目标。

“一镇一业”蓄势能

绿色是乡村的本色，更是乡村振兴的底
色。 过去的卡子镇零星碎片山地居多，农业
机械化受限制，缺乏主导产业，大大地制约
了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
苦干”的“三苦精神”激励下，该镇依靠得天
独厚的资源和气候环境优势，围绕“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思路，以茶叶为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扎实推进茶叶“一镇
一业”。

日前，与湖北省竹山县交界的仓房村已
经开始热闹起来，白河县富秦绿茶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治贵正抢抓晴好天气，带领工人补
种茶苗、调试设备，为春茶采摘和生产加工
做准备。

该公司是一家集茶叶育苗、种植、加工、
销售、科研和安康富硒茶文化推广为一体的
茶企。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运行
模式，先后建成生态茶园 3280 亩、现代化茶

叶加工企业一个、休闲茶庄一处、清洁化标
准厂房 1280 平方米、 茶叶保鲜库 200 立方
米，年产优质成品茶 10 余吨，年产值 1000 余
万元，长期聘用工人 32 人，辐射带动周边农
户 120 户增收致富。

富秦绿茶只是卡子镇茶产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截至目前，全镇茶叶采摘面积达 1.6
万亩，建成茶叶龙头企业 5 家，率先实现人
均一亩半茶、户均增收 6000 余元的目标。 先
后建成 4 座集采茶、制茶、产茶、品茶、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现代茶庄和多个旅游景点，茶
叶产品屡获中、省、市大奖，成功举办了该县
三届茶旅文化节和茶叶技能大赛。 该镇先后
获得陕西省“十佳茶产业示范镇”“优秀茶旅
融合示范镇”、安康市“十大农旅小镇”等荣
誉称号。

“一村一品”百花秀

香椿被称为“树上蔬菜 ”，素有 “开春第
一鲜”之称，眼下，陈庄社区一组的香椿种植
基地里，灰白相间的树干排列整齐，亟待抽
枝发芽，成为田地间一抹亮丽的颜色。

香椿产业是陈庄社区的第二大产业，种
植面积仅次于茶叶， 已培育规范化香椿园
600 亩。 “下一步，我们计划改扩建香椿加工
厂房 450 平方米， 修建园区观光步道 2000
米， 新建冻库 100 立方米、 保鲜库 200 立方
米 ， 购置香椿树杆粉碎设备一套及香椿烘
干 、包装 、消杀等相关设备 ，形成香椿深加
工、包装、销售、质检完整的产业体系。 ”田青
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王青云对香椿产业发
展前景信心百倍，“陈庄社区已迈上茶文旅
融合发展之路，我相信，香椿产业也会发展

的越来越好。 ”
近年来，该镇立足资源禀赋，围绕“一主

两特”产业布局，构建以茶叶、木瓜、香椿、白
山羊、魔芋、中药种植为主导的“6+X”生态农
业产业发展格局，打造以“镇域工业园区、粮
油种植示范区、茶旅康养区、生态示范区、红
色旅游区”为架构的“一线两翼五区”农旅发
展带，着力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示范镇和产业
强镇，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目标。

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全镇已培育
香椿园 1000 亩、红豆杉苗圃 1200 亩、木瓜示
范基地 3000 亩、虎杖 2000 亩，同步发展养蜂
2000 箱、白山羊 2500 只等特色种植养殖业，
建成市、县级现代农业园区 17 个，培育市场
经营主体 49 个，逐步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
能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据了解，该镇将围绕产业强镇、“一村一
品”示范镇建设，找准并补齐补强短板，壮大
基地 、提升品质 、打造品牌 ，延伸茶产业链
条，加快形成“主业突出、多元支撑”的区域
性高质量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扶持壮大市场
经营主体，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劳务用
工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农旅融合”绘美景

走进位于陈庄社区的陈家大院，黄褐色
的土墙，传统的陕南石板屋，黄灿灿的玉米，
红褐色的柿饼……农家韵味扑面而来。 时值
阳光明媚的周末，院子里笑声朗朗，亭子下
荡秋千的，草地上打扑克的，音响前一展歌
喉的，好一派热闹景象。

院子在业主陈远春的精心打造下，很快

成为白河县“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慕名而
来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茅草石板屋， 石磨
铺满院”的古朴风貌更是深得游客喜爱。

近年来，为推进农旅融合发展，该镇依托
境内黄统、黄正甫、钱鼎、钱甲等历史文化名
人和张黄大院、河西沟战斗遗址、陕鄂地下交
通站旧址等优势资源，建成白河家风馆、乡风
文明实践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胜
地”，打造陈家大院、韩家茶院和石家院子等
特色民俗示范院落 6 个 ， 启动陈庄龙凤泉
AAA 级景区建设，坚持全域推进、错位发展，
努力把农旅做成品牌。

在抓好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 统筹推进
综合整治提升工程的同时， 利用生态修复技
术， 对因废石堆积被破坏或占用的林地耕地
重新覆盖植被，变不毛之地为景观园林，将凤
凰村建成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兼具生态
观光、休闲度假、民俗文化体验等综合功能为
一体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启动实施陈庄社区、
凤凰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常态化开
展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工作， 把治理区域打
造成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实现“天
蓝水清人和景美”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下一步，我镇将以白河县创建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统
筹做好‘旅游+’‘+旅游 ’文章 ，依托生态茶
园、界岭风光、张黄大院等优势资源，积极打
造特色民宿群， 统筹推进陈庄 AAA 级景区
和白石河流域茶叶交易中心建设， 形成游、
购、娱一条龙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品高山
生态绿茶、 游界岭自然风光、 观明清张黄大
院、寻名人志士故里’的农旅小镇名片，推进
农文旅融合再上新台阶。”卡子镇党委书记李
海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