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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炎热，不用去果园，就可以完成猕猴桃施肥
作业，以前想都不敢想……”在汉阴县蒲溪镇溪畔社区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猕猴桃基地里， 基地负责人沈兰军正有条不
紊地给果树的原料罐配制“营养液”，随后通过电脑系统操
控管道和微喷头， 将调配好的水肥精准送到每一棵果树的
根系里。

2021 年， 蒲溪镇溪畔社区的猕猴桃基地引进安装了水
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运用传感器和电子监控器，结合气象站
收集的气象数据，对地温、降水量、空气湿度和温度等进行
全天候监测，经过自动数据分析实现自动灌溉、自动施肥、
自动降温。 与此同时，引入视频监管技术，实时监管果树生
长及水果病虫害、营养水平等情况。

“以前没有智慧农业系统， 仅仅靠感觉来给果树施肥、
浇水，导致水果质量不高，很难达到商品化要求，规模上不
去，销路也打不开。 ”基地负责人沈兰军说，该系统可为猕猴
桃基地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的管理，再也不怕由于人力原因
耽误果树管理，有效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 目前，合作社共

投入 80 万元建设了 100 亩智慧滴灌园及覆盖土地的智能监
控系统，为基地发展节省人力成本 8 万余元。

随着智慧农业系统的熟练运用， 溪畔社区的猕猴桃产
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截至 2022 年底，该合作社已建设猕猴桃
种植园 8 个，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800 亩，预计 2024 年挂果。
同时投入 400 万元新建 500 吨气调库一处，有效解决了水果
仓储保鲜问题。

近年来，汉阴县大力推进猕猴桃产业向规模化生产、集
约化经营、 智慧化发展迈进， 先后建成智慧数字园区 20 余
处，其中 3 处园区被认定为省级农业信息化智慧园区，猕猴
桃产业已成为汉阴县群众致富增收的“金蛋蛋”“钱串串”。

不单是猕猴桃产业，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加快农业发
展，近年来，汉阴县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越来越多地将智
能器械运用到农业生产， 把农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
出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不
断推动农业生产向精细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以科技赋
能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宁陕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
县情实际，大力发展山林经济，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把推动“菌药果畜”主导产业提质增
效、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农业增长突破口和着力
点，持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
产率，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走进太山庙镇双建村大红袍花椒种植基
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一簇簇饱满
油亮的花椒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散发着浓浓
椒香。 趁着晴好天气，椒农们正忙着采收、剪
修、除草，丰收的喜悦让他们乐开了花。

项林萍是本地村民，花椒种植让她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平时我在家就照顾老人，没有什么经济
来源。今年这时候花椒园采摘，我在这里务工，
这是个好活路。 一天有一百二三十元的收入，
我很高兴。 ”项林萍开心地说。

和项林萍一样，在双建花椒合作社的带领
下，不少村民开始自发种植花椒。 合作社定期
安排技术工人下到田间地头传授新型标准化
的种植方法和管理措施，保证花椒园的健康发
展。

据双建花椒合作社负责人李支才介绍，合
作社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 合作社总户数是
125 户，覆盖全村七个组，花椒园的花椒今年
长势很好。

双建村大红袍花椒以“穗大粒多、皮厚肉
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小有名
气，逐渐成为双建村长期坚持的特色产业，不
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让当初的零星种植向规
模化种植发展，有效激活了农村内生动力，探
索出一条特色产业富民兴村的道路。

“自花椒合作社成立以来，目前种植面积
达到 1200 余亩。随着本村的花椒产业发展，有
效解决劳动力 50 余人， 今年全村花椒产业收
入预计达到 50 万元。”双建村党支部副书记黄
仁山表示，下一步将加强花椒园的科学管理，
不断引进新型种植栽培技术、注重专业型人才
的培养，促使产量逐年提高，从而带动更多的
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眼下，正值农作物快速生长、抢农时促丰
收的好时节，宁陕各地的鲜食玉米更是长势喜
人，丰收在望。

来到宁陕县江口回族镇江河村鲜食玉米
种植基地，只见一垄垄青翠欲滴的庄稼地里，
成行成列的鲜食玉米郁郁葱葱，一个个浑圆的
玉米棒颗粒饱满，昂着骄傲的“头颅”，微风吹
过，玉米穗迎风摇曳。

江口合作社负责人王显章正穿梭在玉米
地中，忙着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护，为丰收做
足准备。

他一边指着玉米一边说道：“我们今年种

的是荆彩甜的品种，长势非常旺盛，我们一定
能卖出好价钱。 ”

据悉，为落实鲜食玉米产业项目，江河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流转土地 320 亩，建成了
鲜食玉米产业园区， 有效推进了撂荒地治理
208 亩。

江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马喜说：
“自种植鲜食玉米以来， 带动群众人均增收
3000 元，为群众提供劳务收入 12 万元,土地流
转费用 16 万元。 ”

除了鲜食玉米种植，养殖牛羊也是江口镇
的一大特色产业。离江河村玉米种植基地不远
处，便是宁陕伊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这是全
镇首个定位于民族特色畜牧养殖、 农作物种
植、生态农业旅游为一体的现代企业，合作社
主要为良种肉牛养殖。 曹传敏是牛场的负责
人，同时也是江河村干部和乡贤。 在他的带领
下，牛场的发展不仅越来越好，当地村民的日
子也越过越红火。

“我们现在有牛 100 余头， 每年为贫困劳
动力增加劳务收入十几万元，下一步就是要把
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做大。”宁陕伊丰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传敏说。

今年以来， 江口回族镇大力推广 “党支
部+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农户” 的发展模
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订单式采购、多
渠道销售等方式，支持特色产业发展，进一步
带动群众增收。

“下一步， 全镇一方面积极做好产业服务
指导，确保在规范用地、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不
出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产业推进支持力度，将
各级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充分调动和保护龙头
企业的主动性。”江口镇党委副书记王培旭满怀
信心地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发展特
色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宁陕县立
足资源优势，坚持“一县一业”“一村一品”，以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持续发展壮大特色
农业产业。

“全县累计建成农业产业园区 115 个，发
展食用菌 1300 万袋 ,种植猪苓 1.7 万亩、天麻
1.4 万亩、魔芋 4.5 万亩，累计发展核桃、板栗
等林果 35 万亩，养殖中蜂 3.5 万箱，村村有特
色、户户有产业。 下一步，将锚定共同富裕目
标，继续壮大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乡
村振兴步伐。 ”宁陕县中药材和食用菌发展办
公室主任郝明金说道。

据统计，2023 年一季度，宁陕县农业总产
值 2.12 亿元，同比增长 3.5%；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4493 元，增幅 7.3%，居全市第一，特
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

汉阴：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见习记者 贺珍珍 通讯员 徐欢 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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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游“走俏” 体验游重融入
———暑期旅游新动向观察

盛夏时节，地处秦巴山区的平利县现云海景观，美如画卷，吸引众
多游客观赏。 沈奕君 摄

石泉县城关镇草池湾朱鹮小村的美丽田园风光吸引众多游人拍照。 许兵 摄

近日，汉阴县汉阳镇在河堤文化广场举办“助力乡村旅游，振兴
烟火市集”文化活动季。 吴皎 摄

岚皋县举办巴山大草原帐篷露营季
之草原之夜系列活动。 陈阳 摄

暑期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一年中温度最高的“三伏天”，各地旅游市场复苏明
显。 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发现，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个性化旅游市场的供给
更加丰富，游客们的出行观念也从“参观打卡”演变为更注重体验的“沉浸式”出
游。

“避暑游”热度空前

刚刚入伏， 位于城市中心的江漫滩湿地———黑龙江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品尝特色冷饮，一边拍照打卡，享受着夏日
的惬意。

“哈尔滨夏季温度很舒服。 今年全家来体验一下冰城之夏。 ”来自山东的游客
王林说，像哈尔滨这样的避暑名城是他们暑期游的首选。

太阳岛资产公司副总经理蒋菲介绍，今年暑期以来，景区接待旅客数不仅远
高于去年同期，比 2019 年同期也高出 10%以上。

随着全国多地陆续进入“炙烤”模式，因高温催生的“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旅
游市场的关键词。 在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上，有关避暑、漂流、夜游等项目的线路比
比皆是。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不久前对传统高温城市避暑旅游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传统高温城市的整体出游意愿达到 94.6%。

不少地方把暑期当作提升避暑品牌形象、 树立良好口碑目的地的绝佳时期，
纷纷推出特色旅游活动：湖北恩施依托当地特色文化，将咂酒歌、竹编非遗文化从
博物馆、文化馆中引入日常生活场景，形成常态化的演出和体验项目；哈尔滨则聚
焦登山、露营、自驾等特色活动，持续推出避暑生态旅游产品。

“在旅游业转型过程中，气候成为旅游目的地重要的吸引力之一。 人们日益关
注健康消费和旅行的舒适度。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避暑旅游正当时，
已成为广大游客、投资机构和经营主体的新共识。

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

在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的张壁古堡景区中，来自内蒙古的黄浩磊正在认真倾
听研学导师关于古堡历史的讲解。 他和同行的二十几位小学生被分为两组，根据
导师提供的线索，在光线昏暗的千年地道中比赛完成拼图任务。

“研学游既能增长历史知识，还能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在书本

上学不到的。 ”黄浩磊说。
张壁古堡在 2018 年被晋中市评为首批研学教育基地，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独特的军事地道资源，景区开发出以古代屯兵场所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学课
程，涉及无线电、拓碑、布老虎缝制等内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游旅客。

“项目开设以来，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游客们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以游为主’
转变为‘以学带游’。 ”景区研学经理张蕾蕾说。

研学游的变化是今夏我国旅游市场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不少旅游产品设计
者已意识到，亲子游、城市游、文化游等产品已经不能单单依靠概念吸引游客，而
需要通过独特的文化场景、真实的体验环节来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

“国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出游次数的提升， 带动文旅消费者从物质型向精神体
验型转变，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地看景， 而是深入体验目的地的风俗、文
化。 ”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分析所副研究员张杨表示。

研究需求 深挖市场潜力

2022 年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 随着国民收入、产品供给、供应链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游客
旅游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品质和多样化转变，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闲度假转
变。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小众细分市场的蓬勃发展。 ”张杨指出，需
求的演变方向通常都是细分化的，这也是旅游产业升级的方向。

受访专家指出，从业者要深入研究细分群体的细颗粒度的需求分析，挖掘市
场发展潜力，加强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交付能力，政府部门也要引导和培育
有潜力的细分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

针对夏季旅游特点，黑龙江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 黑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表示，将引导支持中小微旅游企业特色发展，制定夏季避暑
游优惠政策等。

专家指出，要把提供优质产品放在首要位置，提高供给能力水平，着力打造更
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表示，未
来要突出上海文旅“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的内在特点，以文化魅力和都市风范
吸引人、感染人、留住人。

（新华社记者 解园 陈爱平 董宝森 杨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