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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蜜）近日，旬阳市“百千
万”文艺人才培养工程暨全民艺术普及“艺学
堂”公益课堂全面开课。

本次“艺学堂”公益课堂依托旬阳市“百千
万”文艺人才培养工程创新做法，以选拔百名
文艺领军人才、发展千名文艺骨干、带动万名
文艺爱好者为目的，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
培养方式，开展各艺术门类培训，营造全民艺
术普及良好氛围。开设课程有古典舞、广场舞、
国标、合唱、瑜伽、电子琴、萨克斯、书法和吉他
等十余个公益课堂，共吸引全市 500 余名文艺
爱好者参与，每个班级按照学员实际情况安排
培训课程 12 期（次），整个培训持续三个月，将
开展至 6 月份。

课堂上，老师耐心教学，反复强调和示范，
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学员们不断
练习。“一直都想找机会练习书法，不知道该去
哪里学，正好看到文化馆的公益课堂就赶紧报
了名。 通过老师的专业讲解和示范，不但学到

了书写技巧，更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真的是受益匪浅，太喜欢这种有意义的
培训课堂了！ ”书法班的一位学员在课后开心
地说。

近年来， 旬阳市结合公共文化工作实际，
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
制，高端引领、强化基层”的人才队伍建设基本
原则，提出并实施了“百千万”文艺人才培养工
程等创新举措，建立了一支热爱文化、勇于创
新、甘于奉献的文艺人才队伍，形成了市、镇、
村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对于解决基层文化人才
队伍建设问题、加强乡村振兴公共文化人才培
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次公益课堂的全面开展，将有力推动旬
阳市“兴文强旅”战略实施，落实文化惠民工
程，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提高全民艺术文化水
平，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广大干部群
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李林飞）近日，国家住建
部、文旅部、文物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
业农村部联合公布了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村落名单，汉滨区茨沟镇瓦铺村、石梯
镇迎春村、紫荆镇紫荆村、县河镇大垛村、谭
坝镇鸭蛋河村、惠坪村 6 个村位列其中，这也
是继前五批成功申报 7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之
后， 汉滨区住建局再次成功申报 6 个国家级
传统村落。

近年来， 汉滨区住建局充分挖掘辖区传
统建筑、 历史文脉等资源禀赋， 组织辖区 27
个镇（办）开展传统建筑和传统村落普查登记
工作，通过现场踏勘，走访群众，共普查传统

村落 32 个，普查登记传统建筑 105 处 （其中
传统村落中传统建筑 65 处，非传统村落中传
统建筑 40 处）；认真对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等关于做好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调查
推荐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安排 2 名工作人
员专门负责指导各镇办传统村落申报资料的
填报、田野调查拍照等工作，通过调查走访，
指导镇办筛选出村落风貌原始、 历史环境要
素丰富、文化底蕴浓厚的村落进行申报，按照
省住建厅、住建部专家评审要求，做好相关资
料的补充完善工作， 为成功申报国家级传统
村落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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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智贤）记者日前从石泉县
喜河镇获悉， 该镇将于 3 月 31 日在档山村举
办以“汉江茶韵香·石泉振兴美”为主题的采茶
季系列活动。

喜河镇位于石泉县南端， 距离县城 25 公
里，东依凤凰山，东南至石泉咀，隔藕溪沟与汉
阴县汉阳镇毗邻，西南与熨斗镇接壤，北至大
王山与后柳镇交界，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
地形起伏，藕溪沟、青山沟、四川沟、瓦子沟、大
沟、阳午沟、洞沟、风沟和长阳沟等 9 条沟河呈
扇形汇入汉江，风光旖旎，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该镇立足“青山、秀水、生态”的资
源优势和红色文化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一镇一业一龙
头，一村一品一园区”的发展思路，构建“1+3+
N”产业发展格局，激活雁山旅游环线、汉水晨
雾茶旅融合发展项目、档山“茶旅+”一体化项
目及民俗风情街项目，全力打好“生态牌”“绿
色牌”“文化牌”，走出了茶旅融合、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

据石泉县喜河镇镇长鲁飞介绍，举办此次
活动旨在调动广大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主动
性、创造性，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动
石泉县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该
活动涵盖采茶、古法手工制茶各环节舞台表演
展示、茶叶延伸产品展示、全市十大农旅小镇
和十大文旅人物授牌、 茶旅融合喜相逢·露云
娜美时光营地项目发布等项目，中间穿插《本
草纲目》《我的家乡》《乡村振兴顺民心》《陕南
民歌》《茶香中国》等精彩文艺表演，还会有多
种特色农文旅产品亮相活动现场。

春天最让人心动的颜色，不止是茶园里那
抹清新的绿。 体验春日采茶乐趣、观看精彩节
目、购买地道山货之余，国家 AAAA 级景区雁
山瀑布、盘龙山、天池山、三官殿、千佛洞、水韵
江南民俗风情街、雁山茶庄、渔家乐、农家乐等
诸多好吃好玩的农旅精品打卡地也是一派欣
欣向荣，期待八方游客前来解锁新场景、新体
验、新玩法。

汉滨 6村被命名为国家级传统村落

旬阳市“艺学堂”全面开课

春风艳阳万顷黄，绿水青山人不归。 时下，在岚皋县城
关镇大地上，千亩油菜花在和煦的春风中竞相开放，桃花、
李花、樱桃花也争艳斗丽，出门赏花踏青成为当地群众外
出旅游的最佳选择之一。

近日，应时举办的“花开四季·悠游城关”春季赏花暨
美食节活动在当地引起了热烈反响。

“油菜花刚开放的时候， 每天就有百余名游客陆陆续
续前来赏花打卡。 ”城关镇组织宣传委员杜宗慧介绍说，为
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 城关镇从 3 月 16 日至 19
日在水田村、茅坪村接续组织开展“花开四季·悠游城关”
春季赏花暨美食节活动。

百花争艳引客来，赏花打卡游水田。 “在抖音上看到水
田村正在举办油菜花节， 特意带着家人过来体验一下，果
然不虚此行。 ”来自佐龙镇的游客李先生说。

以花为媒，以农促旅、以旅富农。 今年，该镇还专门推
广以花为主题的由近及远赏花路线， 农民种油菜卖油菜
籽，花开时期发展旅游，油菜籽收获后再套种玉米大豆，农
文旅融合发展让粮田奏响助农增收“三重奏”。

而在茅坪村，桃花节活动也是看点满满。 抖音直播、吉
他路演、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让前来踏青游玩的游客乐
此不疲。

“这里离县城很近 ，孩子们来了以后 ，有得看 、有得
吃、有得玩，很省心。 ”带着三胞胎前来游玩的刘女士感觉
在这里很安逸。

据悉，该镇为办好此次桃花节，确保游客有一个良好
的观花体验，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力提升接待
能力和服务质量，规划观花打卡点 20 余处，实施了花间步

行道、观景平台、停车场、特色小吃等
项目。

每逢春暖花开，家住县城的马女士，
都会到周边游玩， 她感受最深的就是茅
坪村的变化。 “来到这里，感觉风景特别
好，红瓦白墙的老房子背靠桃花园，特别
漂亮，这就是大自然的美。 ”

“这是第二次来茅坪村观赏桃花，
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 漫步花丛
中，不远处的岚河蜿蜒向北，群山连绵
起伏，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市民李洪
亮说。

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平坦的道路，
整洁干净的环境， 茅坪村已经成为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生活富裕的新农
村。 “每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我们都
会来赏花散心，夏天的时候亲手摘果，

非常的便捷。 这里条件比以前好，村庄的‘容貌’变美，我是
亲眼所见。 ”游客颜心仪感慨道。

赏花节的火热，得益于该镇长期以来对农旅融合的持
续发力。 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推进“一村一品”粮油、特色
林果产业发展，大力提升各产业园品质，狠抓人居环境整
治，一幅环境优美、宜居宜游、各具特色、促进村民增收的美
丽乡村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

“举办‘花开四季·悠游城关’赏花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以
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节留客，充分展示我镇的田园生活和
秀美风光，将赏花游园摘果打造成为我镇旅游会客厅的一
张闪耀名片，以各项活动为载体，发挥生态旅游特色优势，
促进文化、旅游、农业有机融合，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助力
乡村振兴。 ”岚皋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黄仁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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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拥 通讯员 汪金波 李胜福）
陕茶飘香，共品共享。 为持续推进汉滨茶旅融合，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安康富硒茶·陕茶
一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汉滨区于 3月 29
日至 10 月底举办“相约山水汉滨·品茗陕茶一号”
“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系列茶事文化活动。

首场“相约古城西安·品茗陕茶一号”“安康
富硒茶·陕茶一号”春茶开园暨特色农产品展示
展销活动于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举行。 主会场
设在西安市雁塔区， 分会场分别设在牛蹄镇京
康茶叶园区、大竹园镇东旭茶叶园区、流水镇承

英茶叶园区、双龙镇新农高茶叶园区、晏坝镇钰
丰茶叶园区， 采用视频连线方式同步宣传推介
陕茶一号暨汉滨特色农产品， 以及汉滨全域旅
游（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并签订茶旅合作协议、
“陕茶一号”营销协议等。

据悉，2023 年“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系列
茶事文化活动包括“相约古城西安·品茗陕茶一
号”“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春茶开园暨特色农
产品展示展销，“游茶园·赏春色·品香茗” 踏青
采风，百名主播走进茶园开展直播带货，手工制
茶大赛和科技之春科普宣传，汉滨富硒茶·陕茶

一号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山水茶韵·幸
福汉滨”有奖征文，汉滨区“安康富硒茶·陕茶一
号”主题摄影展、书画展及演讲比赛，组织茶企
参加国内茶叶科技年会、 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
会、丝博会、农高会、茶博会，充分展示展销汉滨
茶叶独特品质等 8 个专项。

系列茶事活动由中共汉滨区委、 汉滨区人
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局、区乡
村振兴局、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区供销社、区
总工会、区科技局、区科学技术协会、区文联、区
工商联共同承办。

2023 年汉滨系列茶事活动即将开幕

2023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西安市雁
塔区陕西宾馆 18 号楼一楼宴会厅举行“相约古
城西安·品茗陕茶一号”“安康富硒茶·陕茶一
号”春茶开园暨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2023 年 4 月 3 日， 在牛蹄镇京康茶叶园
区、大竹园镇东旭茶叶园区、流水镇承英茶叶
茶园区、双龙镇新农高茶叶园区、晏坝镇钰丰

茶叶园区开展“游茶园·赏春色·品香茗”踏青
采风活动。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在安康富
硒茶城及有关茶叶园区开展手工制茶大赛和
科技之春科普宣传活动。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组织开展
“山水茶韵·幸福汉滨”有奖征文活动。

即日起至 4 月 28 日 ， 组织开展汉滨区
“安康富硒茶·陕茶一号”主题摄影展、书画展
及演讲比赛。

2023 年 5 月至 10 月，参加国内茶叶科技
年会、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会、丝博会、农高
会、茶博会，择机在常州武进、西安、榆林等地
市举办茶产品展示展销宣传推介活动。

系列茶事文化活动安排

日前，笔者来到平利县龙头村，徽派民居
别致、连片茶园吐绿，山上梯田里金黄的油菜
花成片绽放。

茶园里，笔者见到该村二组村民邹小妮，
她头戴遮阳帽，腰别竹篓，双手翻飞中将嫩绿
的茶叶拢入手心，放入篓中。 “刚开园的茶叶
可是‘金叶子’嘞，一斤卖 1000 多元，采一斤鲜
叶就能挣 50 元。 ”邹小妮高兴地说，她一有时
间就进园采茶，采茶结束在田边就能拿到钱。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我家也吃
上了‘旅游饭’。 我只有上午有空采茶，下午一
般都要接待客人 ， 今天就有 4 桌提前预定
的！ ”说起如今的日子，邹小妮脸上笑开了花。
以前，邹小妮和丈夫刘中清出门打工，只有年
底才能和家人团聚。 听说村里旅游发展起来
了，游客越来越多，小两口商量回村开办农家
乐，一家四口共同经营，加上采茶，年收入近
20 万元，“房子装修了，车也买了，生活过得滋
润多啦。 ”邹小妮说。

“木耳多钱一斤？ ”“腊肉咋卖？ ”中午，龙
头村农耕旅游度假山庄门口， 随着两辆旅游
大巴到达， 何佶珍老人的土特产小摊前就围
满了游客，腊肉、茶叶、木耳、菜薹等土特产不
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今年 60 多岁的老人何
佶珍笑呵呵地说，“以前，到县城里卖东西，搭
公交来回就得 1 个多小时，现在游客多了，在
家门口就全卖掉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

事实上， 村民逐渐鼓起来的腰包和龙头村
发展乡村旅游息息相关。 龙头村先后被评为全

国美丽宜居村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近年来，
该村以“赏农耕文明·游美丽乡村”为主题，按照
“游山、玩水、赏园、品茗”的基本格局，规划建设
秦楚农耕文化园、茶园迷宫、开心菜园等旅游项
目，乡村客栈、特产一条街也陆续建成，为游客
带来“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观光体验。
“龙头村白墙黛瓦马头墙、石板路很有徽派的韵
味，采茶、制茶文化也很有体验感，孩子在家风
馆里受到了教育，这次旅游真是收获满满。 ”来
自西安的游客王女士说。

像邹小妮一样， 龙头村发展农家乐 、民
宿、手工作坊等庭院经济的村民有 30 多户，带
动 100 余户村民就近实现增收。 “今年， 露营
地和水上乐园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预计 6 月
份完工，将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村旅游消费，乡
亲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该村党支部书
记肖业双高兴地说。

近年来，该镇依托山水人文资源，坚持走
茶旅融合发展之路，持续提升 2.1 万亩茶园管
护水平，2022 年，茶产业收入达 8400 余万元。
同时，将旅游与茶饮产业、生态环境、农耕文
化相结合，引导村民发展特色化、差异化庭院
经济，促进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让生态美景变
“钱”景，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旅游消费
明显回暖， 我们将持续提升全镇旅游接待水
平，挖掘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引导村民发展庭
院经济 ，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
村。 ”谈及城关镇未来的发展，该镇党委书记
高魏信心满满。

生态美景变“钱”景
通讯员 柏驰 邓海洋 张子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