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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汉滨区吉河镇以火烧馍为特色美食的农
家乐便火爆起来，众多游客云集。 喝鸡汤，吃火烧馍，品
农家菜，成了食客们的首选。 外酥里嫩、香醇美味的馍，
或掰成两半，加上香辣可口的豆豉炒肉，或掰成小块，泡
入鸡汤，那味道，就一个字“赞”！

据了解，火烧馍的制作很讲究，面粉内加入独家的
甜酒、酵母和适量的温水，搅拌揉成面团 ，醒 3 至 4 分
钟，再分成等量的面剂子，擀成圆月似的面饼，摊在滚烫
的柴火灶铁锅里，烙至双面微黄，再将面饼放入红火灰
之中，烧制半个小时左右，待面饼发出阵阵麦香时，火烧
馍就可以出炉了。 烘烤的加工工艺，让火烧馍的外皮变
得酥脆，但不至于硌牙，薄薄的一层脆皮，包裹着柔软的
内瓤，外酥里软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根据人数安排火烧馍数量，人均 1 个，再配上
一盆适量的跑山鸡母鸡汤，加上几个农家菜，一口汤，一
口馍，一口小菜，皆是儿时的味道。 ”吉河镇板栗园农庄
负责人左定勤介绍说：“由于火烧馍物美价廉，每逢节假
日和周末，农庄都是座无虚席，周内每天也会接待三四
桌客人，忙的时候一天要做 200 余个火烧馍。 下一步，将
着手提升农庄内外环境， 打造独具特色火烧馍农庄，吸
引更多客人前来品尝地道的农家风味。 ”

板栗园农庄只是吉河镇众多农家乐发展的一个缩
影。 该镇地处汉江南岸，距城区 5 公里，东与新城街道、
香溪洞风景区相连，南与晏坝镇、瀛湖风景区相邻，北与
建民街道隔江相望。 辖内气候温和，交通便利，具有环
山、连城、依水的独特自然条件和优越区位优势，是人们
休闲、健身、康养、旅游、避暑的首选之地。

近年来，该镇依托资源禀赋，着力发展以“农家乐”
为主的旅游服务业，以拐枣、土鸡养殖、食用菌种植为主
的旅游副业，围绕银龙湾市级养老中心，发展康养产业。

境内三河村“七间院”、吉河坝“水天河”、高水“月亮湾”
等景点（农家乐）颇具人气， “火烧馍、土鸡汤、三黄鸡、
烧大鹅”等美食备受青睐,吉挹古城、回龙观等一大批自
然、历史景观（景点）将要开发。 截至目前，全镇发展农家
乐经营户 20 余户，其它社会投资经营户 3 户。 土蜂、土
鸡规模养殖户 31 户，食用菌、木耳种植户 14 户。 其中龙
潭村的“寿拐”拐枣酒、板庙村的羊肚菌、吉河坝社区的
“金稻渔米”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备受欢迎。

吉河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美在原始，贵在自然。 安
岚高速公路穿境而过，207 省道改造提升将吉河镇纳入
十分钟城区经济圈，“休闲吉河、康旅小镇”与瀛湖汉水
旅游线路、香溪洞南山旅游线路、牛蹄岭红色旅游线路，
城郊休闲旅游线路交融，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潜力更加
巨大，前景更为广阔。

“我们将围绕‘12345’发展思路和‘生态立镇、旅游
兴镇’战略目标，深挖农业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内涵，以
生态康养旅游为龙头，抢抓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创建契
机，形成‘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项目带动、整
体推动’的生态旅游新机制，高起点做好吉河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工作，综合开发旅游资源和景点，提振全镇群
众对旅游产业开发，特别是以‘农家乐’（民宿）为主的乡
村旅游开发信心和士气， 逐步形人人盼望旅游资源开
发，个个愿意开发旅游资源的良好氛围。 ”吉河镇镇长党
信恩说，融观光旅游、山水风光、农耕体验等多种功能为
一体的“休闲吉河、康旅小镇” 乡村旅游业态正欲展翅
高飞，欢迎大家来吉河品火烧馍，吃农家菜，游山水，忆
童年，投资兴业，携手共建“休闲吉河、康旅小镇”，把吉
河镇打造为集休闲娱乐、游览观光、农事体验 、民宿康
养、富硒粮油生产供给、文创玩具制造为一体的康旅特
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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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家园位于紫阳县双安镇
林本河游东岸。 青山当户翠为屏，
秀水绕门蓝作带。 清风宁静，雅致
温馨；风光旖旎，景色宜人。

2023 年，由赖贞刚、丁帮坤、
明平珊等乡贤牵头， 乘着乡村振
兴的东风，有效利用当地资源，投
资加固装修原四合院， 完善配套
设施，兴办起集餐饮棋牌茶社、观
光游览、 文化体育娱乐于一体的
休闲农家，命名为古川家园。

据悉，古川家园有标准客房 8
间， 其餐饮既有地方特色的富硒
农家菜， 又有挖掘整理出来的古
庄园传统菜。 庄园金银米饭就别
具特色，该菜品以大米、玉米混合
蒸熟后，加腊肉、酸萝卜丁等炒制
而成，大米、玉米鲜香与腊肉咸香
融为一体，加萝卜丁酸香爽脆，堪
称主食一流大餐。 水煮土豆丝看
似家常， 却很能体现紫阳餐饮文
化的特色，厨师过硬的刀工 ,切出
细而匀整的土豆丝,点睛之笔则是
用泡制酸菜坛子的汤汁， 这也是
整个菜肴口味成败的关键， 土豆
丝酸脆，汤汁酸辣适中。 猪蹄炖玉
米、四季豆，肉肥而不腻，汤色香
味俱佳，也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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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汉滨区县河镇的游客便多了起来。大量游
客因辣子鸡慕名而来，细品地道农家美食，畅游醉人青山
绿水。 “我听朋友说这里的辣子鸡是安康乃至陕西的一
绝， 所以专程从西安跑过来尝一尝这享誉市内外的辣子
鸡。 ”游客李先生津津乐道地说。

辣子鸡是县河镇一道端得上宴席的名菜。 为扩大县
河镇辣子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汉滨区县河镇宣传统战
委员梁国旗和毛坝村党支部书记成英娟为县河镇辣子鸡
代言，希望通过宣传推介辣子鸡品牌，助推全镇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县河辣子鸡以农家放养的优质土鸡为原料，
根据养殖的时间确定炒制方法和时间， 如今养殖的多样
性和原料区分更加清晰，烹饪方法也更多，故对厨师要求
也略高。 在烹制时，需要用到不同的调料，如八角、花椒、
姜等等，每一种调料的配比都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烹制的
过程中， 香料的香气随着食材的煮炖而自然地融入到鸡
肉中，独特的香气与味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传统辣子鸡
会加入很多种配菜，而县河辣子鸡却反其道而行之，配菜
只有韭菜和红辣椒，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韭菜的特殊香
味和纤维质地与辣子鸡的麻辣口感相得益彰。另外，韭菜
也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将韭菜
和辣椒、鸡肉搭配烹制，既增加了菜品的美味，又提高了
食品的健康指数。

食用时，鸡肉入口爆香，劲道中又显软糯。 炖土鸡所
产生的汤汁，那味道才是县河辣子鸡的灵魂所在，舀一勺
汤汁加入柴火锅巴米饭中， 味道浓郁醇厚， 让人回味无
穷；掰上一块儿锅巴，沾一沾汤汁，放入嘴中，细嚼，唇齿
留香，满是儿时的味道，极具诱惑。

镇党委书记郭磊说， 县河辣子鸡是县河群众自发制
作传承的地方特色美食，深受消费者好评。 随着周边游、
近郊游不断升温，镇党委、政府积极推动“县河辣子鸡”文

化创意、品牌包装、形象提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让“县河辣子鸡”品牌更响亮。

2022 年，“县河辣子鸡制作技艺”入选汉滨区第九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开店到现在好多年了，自从
我们的辣子鸡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游客暴增，
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今年三个店陆续重新装修，如今面
貌焕然一新。 每个店都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除了有美味
辣子鸡外，鲜嫩的农家豆腐、可口的豆豉炒肉、入口即化
的豆腐乳蒸肉等农家菜品也颇为地道， 欢迎八方来客前
来品美食，亲山水，共享农家之乐。 ”县河辣子鸡（红房子
店）负责人陈辉乐呵呵地说。

县河镇地处安康城区以东，是安康的“后花园”，交通
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环境优美，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据统
计，农家乐从 2000 年起步发展到如今的 38 家。

近年来，该镇以发展全域旅游为龙头，以红色县河、
田园县河、美味县河、人文县河“四个县河”为抓手，倾力
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名镇、红色教育基地重镇,聚力建设红
升社区国家美丽搬迁安置区、 牛岭社区全国红色美丽村
庄、财梁社区乡村振兴样板间,实施财梁片区农旅融合示
范带、迎风片区山林经济示范带、黄洋河畔田园综合体示
范带、红色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形成经济社会发展集群
化、体系化、规模化,拓展产业链、拓宽就业链,加速产业提
档升级,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县河镇将加快推进农家乐、休闲民宿建设，提升改
造现有农家乐、民宿设施环境，积极推动牛岭社区红色旅
游、财梁社区农旅融合、黄洋河畔田园风光及县河社区旅
游示范村、 毛坝田园景区建设， 把休闲旅游产业做大做
强，培育‘诗画田园·臻享县河’旅游新品牌。 欢迎八方客
前来品美食，游山水，忆乡愁，开启快乐消夏模式。 ”县河
镇宣传统战委员梁国旗发出诚挚邀请！

古川家园的乡土味道
通讯员 李胜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