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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付松涛 陈佩）近
日， 根据住建部确定历史建筑有关标
准要求， 汉滨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
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 沈坝镇西元村
曾氏祠堂、早阳镇高山村孙家大院、叶
坪镇桥亭村李家大院、 坝河镇繁荣村
熊家院子、谭坝镇前河村喻家院子、谭
坝镇马河村陈家院子、 吉河镇纸坊村
赵家院子、瀛湖镇青春村都家院子、牛
蹄镇朝天河村杨家院子、 牛蹄镇朝天
河村罗家新屋等 10 处建筑入选。

古建筑是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瑰
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具有历
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多方面价值。 一
座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既是研究某一
阶段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也是
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见证。

近年来，汉滨区住建局为深入贯彻
落实省、市、区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工
作部署，加快推进汉滨区历史建筑保护
利用工作，结合“拯救老屋”行动，组织
专人对汉滨区各镇历史建筑进行摸底，
通过实地走访、与当地群众座谈和查阅
资料，经专家筛选评审后，确定符合标
准的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是保护历史文化的重要
载体，汉滨区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
加强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借助汉滨区传
统村落集中保护利用示范效应，探索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可行性路径，彰显汉
滨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建筑成为当地
的新名片，不断焕发新活力。

走进岚皋县官元镇龙板营村 ，映
入眼帘的是连片水田波光荡漾、 千年
古银杏绿意葱茏、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耕作农人喜笑颜开……展现在眼前的
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的诗意
景象。

位于岚皋县最西部的龙板营村 ，
距离县城 60 余公里。 过去的龙板营
村，没有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的加持，
缺少特色产业， 村上人口结构由老弱
妇孺组成， 青壮年劳动力 70%都选择
外出务工， 留在村里的老百姓一年到
头全靠“种庄稼”，收入微薄，日子过得
很艰难。

近年来，官元镇紧紧围绕县委“一
个统揽”“四县战略”和“八项行动”总
体部署，依托于独有的“皇家古梯田、
千年古银杏、耕织古院落”等特色旅游
资源， 率先在龙板营村实施 “三古逸
境、秀美官元”乡村特色旅游建设。 不
断探索乡村旅游与群众增收致富新路

径，通过招商引资、完善配套、放大特
色等做法，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
培育经营主体，以大户带头、号召散户
发展特色产业的模式带动村民实现长
效稳定增收。

截至目前， 该村已建成万头生猪
养殖场、山羊养殖农场、稻米、花椒、茶
园等产业园区，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园
区务工、 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实现增
收致富。 同时，官元镇党委、政府立足
实际， 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发展庭院经
济、传统手工作坊，让游客感受高质量
特色旅游资源的同时， 也能购买当地
特色手工艺品和农产品， 群众脸上的
笑容多了， 口袋鼓了， 日子更有盼头
了。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下一步，官元镇将积极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 以“三古逸境、秀美官元”
为契机，将峡谷漂流、集镇古寨堡、二
郎溶洞等特色旅游资源连片打造，探

索稻花鱼养殖、莲藕种植、时令水果采
摘、休闲旅游度假等农旅融合项目，同
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发展特色精品
民宿建设。 最终形成住农家院、吃农家

饭、摘农家果、赏农家景的和美乡村，
促进官元镇区域经济充分释放， 农旅
融合的路子迈的更广。

华灯初上，灯火渐明。 对于许多人
来说，告别忙碌的白昼，属于自己的生
活才随着夜色拉开帷幕。 夜晚从不缺
少故事，在历史悠久、生活惬意的石泉
更是如此。 近年来，石泉县“夜经济”蓬
勃发展，亮点纷呈。 由曾经简单的夜市
发展为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多元
形式的夜间消费市场，从烧烤店“撸串”
到茶馆 “撸猫 ”，从宵夜加餐到健身减
肥，24 小时不打烊书吧、 电商直播、夜
间文化演出……夜经济成为消费增长
的新动能， 更是百姓生活日益丰富的
缩影。

“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 ”这不
仅是苏轼描述的大宋夜市盛况，也是石
泉每一个夜晚的真实写照。 一街灯火，
灿若星河。 夜幕降临，石泉秦巴老街灯
火通明，雕梁画栋披上了霓虹的羽衣，
熠熠生辉，流光溢彩。走在秦巴老街里，
斑驳的青石板、仄仄的古巷、爬满青藤
的马头墙无一不在诉说历史的痕迹 。
街边的潮流文创、特产美食、茶馆酒吧
激发了秦巴老街的夜间新活力。

假期的夜晚，秦巴老街的禹王宫广
场上，十几名汉子伴着锣鼓的节奏舞动
彩龙蜿蜒游走，场景十分壮观；采莲女
和艄公随着锣鼓的节奏撑蒿、唱歌、跳
舞，好不热闹。 游人携老带幼，赏灯、观
景、品民俗、尝美食，充分感受到石泉浓
浓的烟火气息。

夜生活不仅有喧嚷热闹，还有宁静
清心。 滨江大道、江南栈道和杨柳新区
的旅游步道总是吸引人们前往漫步，沉
浸慢时光，享受慢生活。 树影斑驳、音
乐轻缓……散步后，再到街边的小店饮
上一杯，或是茗茶沁心、或是果茶香醇。
傍晚时分，文化路餐饮街区的烤鱼、石
锅鱼、麻辣烫、烧烤香气四溢，勾动着游
人那份按捺不住的馋意。 石锅鱼的汤
汁在滚烫炭火的催逼下咕噜冒泡，鲜香

美味的鱼肉、配菜若隐若现，三五好友
围桌而坐、畅聊天地人生，在石泉的生
活就是如此惬意。

不同于白天躁动的街景，在夜间更
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沉静的分量。 当白
天的喧嚣过去，秦巴老街博物馆、禹王
宫书画展、 秦巴老街 24 小时阅读吧成
为不少人寻找自我、 放松身心的角落。
三五孩童席地而坐， 捧着书痴迷地阅
读，白发苍苍的老者在江西会馆细细观
摩书画。 游人在博物馆里探寻石泉的
历史，石泉的夜总有一种安静向上的力
量。

出门旅行除了品美食、 赏美景外，
选择一家舒适的旅馆也是一件重要的
事。 相比千篇一律的酒店，来石泉的游
人更想在这山水田园间寻得一处心安
之所。“荷塘月色精品民宿”“星空树屋”
“星空泡泡屋”“智苑石里”，在这里感受
最惬意的“夜宿”生活，因为这是石泉人
用心为游客准备的“家”。

多元业态赋能城市发展。 当市民
越来越追求有品质的八小时以外生活，
“夜经济”也需要与时俱进，坚持高质量
发展。 做精“夜经济”，强化“石泉美”，
离不开政府大力助推。 近年来，石泉县
委、 县政府通过出台相应扶持奖励政
策，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着
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
色、健康时尚、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
间经济发展新格局，有力促进了消费转
型升级和旅游提质增效，有效提升了石
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今，石泉带着
独特文化魅力的“夜经济”正如火如荼
地稳步向上发展，不断满足和激发市民
和游客多样化、多层次、全时段夜间消
费需求。 “夜经济” 已点亮城市夜间消
费的星光，打造出一张“夜石泉”的城市
名片。

夏渐深，花愈艳。连日来，旬阳市铜钱关庙湾古
村落花海，正以绚烂无比的姿势肆意绽放。 炎炎夏
日，灼灼芬芳，呈现给游客一派充满诗意和浪漫的
景象。

旬阳市铜钱关镇位于汉江以南，属大巴山南麓
中高山区，海拔 550—1800 米之间，镇域内旅游资
源丰富，网红打卡点众多，美食文化丰富，除庙湾古
村落之外，还有七里峡谷、千佛洞、湛家湾传统村
落、万福传统村落、铜钱村乡村振兴示范园、秦楚驿
站、五龙湾厚耕庄园、盐马古道、龙潭瀑布、楚长城
遗址、铁桶寨原始森林等，都是旅游打卡的好去处。

庙湾古村就在铜钱关镇北大门的七里村，系国

家级传统村落，距今已有 600 年的历史，古村落内
山清水秀、古树参天。这片绝色花海就在庙湾入口，
从五月到十月，用最美的姿态展现着古村别样的韵
味。

踩着新修的石板路，迎着醉人的花香，邂逅一
片花海。色彩缤纷的朵朵花蕾随风轻轻摇摆，村庄、
绿树、青草、凉亭、小桥、流水、村舍，还有翩翩起舞
的蝴蝶和蜜蜂，如诗如歌的美好画面，就在眼前徐
徐铺展。

花开成景，花落成诗。置身古村花海，清新的气
息扑面而来，没有闹市的鼎沸，隔绝日常的焦虑，拂
面的微风和醉人的花香让人倍感惬意。 漫步花海

中，小憩凉亭下，与花香为伴，与美景相融，在这如
梦似幻的美景里享受恬然的美好时光，于深山里的
小村落，寻觅一份久违的乡愁，感受“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的意趣。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入铜钱忘凡尘。 一个庙湾
村，坚守了四季独特的美，而这片夏日的花海，用盛
开时的惊艳，呈现季节里的斑斓，为古老的村庄平
添一份生动之美，教人流连忘返。这个浪漫的夏天，
就让我们相约铜钱关，邂逅一场浪漫温柔的花海之
约。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芸）“车来了，
车来了。 ”近日，伴随一阵汽车嗡鸣，一
辆公交开进了吉河站， 吉河镇群众早
早都等在路口，看着刚开通的 38 路公
交缓缓驶来，满脸都是激动和兴奋。

盼了多年的公交车终于 “到站”。
此趟公交线的开通， 极大改善了吉河
镇当地村民的出行条件， 解决了老百
姓坐车难的问题， 也方便了城区群众
到吉河镇游山玩水， 感受当地的民俗
风情。

65 岁的陈阿姨率先登上了首发公
交，高兴得合不拢嘴，“真的非常舒服，
车上有空调，也安全，我们老年人又不
会骑车，进趟城太难了，现在可是方便
了……”

家住汉滨区老城街道的李大爷得
知此讯， 也激动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之
情。 “太开心了，专线公交开通以后，我
们走亲访友， 到吉河观光游玩都更加
便捷了。 ”

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承载着最普
惠的民生， 是民生工程， 更是民心工
程。 在公交车没有覆盖到吉河镇之前，
沿途村民们要到市区， 得骑二轮车或
者乘坐农村客运，不仅慢、票价贵而且

时间也不固定，遇到刮风下雨等特殊天
气，出行更加不便，尽快通上公交车成
了吉河镇群众的最大愿望。

“群众最关切的事， 就是我们要尽
最大努力做好的事。 ”吉河镇党委书记
卜兆芬介绍，今年以来，吉河镇党委、政
府着眼群众最急难愁盼的问题，高度关
注群众出行困难的现状，积极向上级争
取支持和帮助， 联同相关部门主动对
接、实地勘察、通过勘察路面状况，研究
吉河镇公交站点设置合理线路，最终实
现正式通车，为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

吉河镇公交线的开通，为吉河镇群
众出行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多年来的
“心病”得到了圆满解决。 44 岁吉河坝
社区村民周先生激动地说：“以前送老
人去城里看病、孩子出去上学，要么找
人搭车，要么家长骑摩托车接送，不仅
费时费力还有一定危险性，现在通了公
交车，三块钱就能够直达市区，这回出
门可太方便了。 ”几位村民在公交车上
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异口同声地说：“真
的感谢政府为我们办了件大事，解决了
出行难的问题。 ”

“现在锅里温度有 110℃， 这一
锅鲜叶最后只能炒出 2 两干叶。 ”

“香得很！ 香得很！ 这会就闻到
味道了。 ”

伴随着手工炒茶的清香，近日，
西安市长安区首家汉滨茶叶暨农副
产品专营店开业。 陕西省茶叶流通
协会会长郭建军应邀出席开业仪
式，汉滨茶产业协会、相关企业负责
人参加揭牌活动。 仪式现场， 郭建
军、 汉滨茶产业协会秘书长陈恒为
汉滨区硒湖茶业有限公司长安区专
卖店正式授牌 “安康富硒茶———陕
茶 1 号”并揭牌，陕西赋硒康农副产
品商贸有限公司与陕西双城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签署 《产品销售
合同》，安康市汉滨区硒湖茶业有限
公司与陕西中科基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现场签署 《茶叶销售合作协
议》。 活动现场，还组织了手工制茶、
茶艺展示、有奖问答等活动，引得过
往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据了解， 赋硒康安康土特产西
部大道店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
办广场北路居心止苑商铺 107 号 ，
是一家销售汉滨茶叶和安康农副产
品的专营店，店内现售 50 余种商品
均来自安康本地 ， 公司从收购 、分
拣、包装、冷藏到线上线下销售形成
了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走进店铺， 琳琅满目的安康农
特产品摆满了货架。 安康富硒茶、金
丝皇菊、 安康富硒蜂蜜、 瀛湖枇杷
膏、手撕腊肉、富硒魔芋等安康农特
产品成了热销品，市民们争相选购，
收银处很快就排起了长队。

“这店里产品种类挺多的，价钱
也不贵，我就住这旁边的小区。 我今
买了 1 斤绿茶还有这些腊肉， 以后
来买东西就方便了。 ” 顾客王女士
说。

看着店铺火爆的销售场景 ，作

为赋硒康安康土特产西部大道店铺
合伙人的王春久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有着 43 年制茶经验的王春久， 不仅
在安康经营着一家集茶叶种植 、生
产、销售、茶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综合
性公司。 2020 年，他凭借着过硬的制
茶技术被评为陕西省 “十佳制茶工
匠”。

“经过多年的研发， 我们公司现
在主打的产品有银针、毛尖、翠峰、手
工炒青和红茶等。现在展架上的这个
‘五碗香’马泥富硒茶，选用的都是我
们安康‘陕茶一号’的种苗。对茶叶生
产的各个环节， 我们也是严格把控，
进行标准化的质量检测管理。 ”安康
市汉滨区硒湖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春久介绍道：“打造‘安全、健康、无
公害’ 的茶产品是我们一直所坚持
的，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安康
的好茶叶，以后我还要把我们的安康
富硒茶带去更远的地方。 ”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安康茶，品到
安康茶，把茶叶“带出去”，成了王春
久迫切想要实现的心愿。与王春久一
样，同样想把安康农特产品“带出去”
的张先康成了店铺的另一位合伙人。

“安康有很多健康且美味的农副
产品，品质都特别好。只有‘走出来’，
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品尝到。”张先
康介绍说 ，2019 年他通过将农户承
包的土地进行流转和合作经营的模
式，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开始
经营金丝皇菊、富硒魔芋、绞股蓝、土
蜂蜜等农特产品。

“走出安康， 让汉滨农特产品得
到更多的消费者喜爱。 下一步，汉滨
区将继续助力提升农产品价值、提高
抗风险能力，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延
长农产品生产销售链条，让消费者得
到实惠，推动汉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 ”陈恒介绍说。

古村花海入梦来
通讯员 杨蜜

公交专线惠民生

汉滨区公布首批历史建筑

融出农旅好“钱”景
通讯员 祝志伟

“夜经济”强化“石泉美”
通讯员 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