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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优厚“双优”禀
赋， 岚皋县坚持将生态旅游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首位产业和“一号工程”，持续推进“旅游强县”
战略，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要素，丰
富旅游业态，全方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擦亮“好
客岚皋” 金字招牌， 推动旅游首位产业高质量发
展。

盛夏时节，万物丰茂。素有“云中净土 世外桃
源” 之称的南宫山景区气候宜人， 平均气温在
16℃至 25℃之间，是夏季避暑的好去处，游客们
畅游在青山绿水之间，尽享南宫山的旖旎风光。

“正好趁着放假，同学们一起上来玩，一上来
就感觉好清凉， 景色都很好， 还有很多刺激的项
目，非常好玩。 ”来自西安的游客张敏说。

攀登至海拔 2000 多米的金顶主峰，天地豁然
开朗，站在玻璃栈道上抬眼远眺，层峦叠嶂、群峰
耸立，气势十分壮观。

“体验玻璃栈道的时候，眼前群山起伏，让我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压力随之消失，让人有一
种通透感，下次我会带上家人再来攀登一次。 ”游
客李先生说道。

近年来 ， 岚皋县聚 焦 南 宫 山 创 建 国 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目标，投资 5953 万元完成南
宫山景区基础设施提升一期工程， 规划实施北线
服务中心、旅游广场、生态停车场、步道、景观索
桥、游客休憩平台等基础设施项目，南宫飞仙、步
步惊心等游客体验项目建成投用，北线服务中心、
旅游广场、生态停车场已竣工。

天色渐晚， 走进位于四季镇的省级旅游度假
区杨家院子，依山靠河而建的传统民居错落有致，
游客们在这里赏美景、 品美食， 尽享乡村娴静时
光。

“这里的菜品味道非常好， 原汁原味的农家
菜，食材新鲜、分量也很足。 来到这里，整个人就
感觉很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很惬意。 ”游客陈女士说。

夜幕降临，县城岚河两岸流光溢彩，清凉河风扑面而来，廊桥、小吃
街上美食云集，处处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画舫船上，“岚河夜画”大型实
景演绎正在精彩上演，民歌联唱、古筝独奏等一系列文艺展演让现场游
客和群众尽享文化盛宴。

聚焦“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战略，立足县城“旅游会客厅”定位，紧
扣“美、净、特、畅、绿、亮、智”七字要诀，岚皋县全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和园林绿化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先后实施了县城道路“白改黑”、
廊桥至西三路建筑修缮提升、一桥至廊桥风貌提升、“一河两岸”照明提
升等工程，持续扮靓县城面貌，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下一步，我局将坚定不移把抓好城市建设作为推动旅游 ‘一号
工程 ’的重要抓手 ，持续完善县城功能 ，全力打造宜居 、品质 、善
治之城 ，努力塑造美丽新家园 。 不断补齐城镇建设短板 、发展短
板、功能弱项，全面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打造美食一条街、购物
一条街、甘棠文化一条街，不断刷新‘旅游会客厅’的颜值。”岚皋县住建
局局长刘文明说。

截至目前，岚皋县已先后实施了南宫山北线服务区、柏枝垭至全胜
寨道路等 12 个景区项目、3 条环线建设、16 个旅游节点打造，建成省级
精品旅游线路 4 条，新增观景平台 50 余处。新增官元三古逸境、佐龙蓬
莱仙境等一批打卡点，打造精品民宿 35 家，创建 AA 级景区 16 个。 举
办民俗展演、美食大赛等文旅活动 150 余场次，拉动旅游综合收入同比
增长 61.93%，全域旅游发展实现新突破。 截至 6 月 30 日，全县 2023 年
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400 万人次，比去年增长 63.65%。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在汉滨区建民街道
长铺村华丰农场的葡萄种植基地，50 亩新西
兰 5H 葡萄陆续成熟 ，抢 “鲜 ”上市 ，销售火
爆。

走进华丰农场的葡萄种植基地， 阵阵果
香扑鼻而来，葡萄架下，一串串绿似碧玉、红
如玛瑙、紫像水晶的葡萄挂满藤蔓，一颗颗小
果子个头饱满，挤成一团，圆润犹如珍珠，在
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

安康环博职校抖音助农团的达人们，或
坐着，或穿梭在葡萄架间，进行现场直播，引
得粉丝们频频前来抢购。

“这个葡萄皮薄、肉厚、无籽、味甜、晶莹
剔透，还无农药，摘下来直接就可以吃，也不
用剥皮吐籽，美得很！预计产量 10 万斤。目前
开园第 4 天,已售万余斤。 ”抖音达人罗杨林
边直播， 边替粉丝们品尝着颗粒饱满的小葡
萄。

据了解， 华丰农场的葡萄种植基地距离
城区仅四五公里，10 分钟车程。 市民们可以
自行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秦岭、巴山之间的安康，地处中国南
北分界线， 独特的地理气候和丰厚的山
地、江河资源，使这里的动植物品类之多
居全国前列，独特的地域和源远流长的历
史人文，不仅使这里山水风景如画，更孕
育出独具魅力的安康饮食文化。

为深入挖掘安康地方特色餐饮，充分
展示安康餐饮魅力，提高和扩大安康餐饮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安康味道区域公
共品牌， 加快推进安康美食产业发展，安
康市政府决定，由安康美食产业链链长制
工作专班办公室牵头，市商务局、市人社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文旅广电局联合，首
次以政府名义，在全市范围内实地上门开
展安康味道“五名”（名店、名宴、名菜、名
小吃、名厨）认定评选活动。

按主办方要求，安康味道“五名”认定
评选工作由安康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承
办并具体组织实施。整个评比工作从今年
3 月开始，6 月中旬结束，评选认定结果已
在 6 月 22 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
舟节上进行了公布授牌。

这次安康味道“五名”认定评选，是对
安康餐饮美食的一次全面的、 高标准、高
质量的调研考察、观摩检阅、品鉴评比活
动。 根据《安康味道“五名”认定活动工作
实施方案》部署，各县、区政府高度重视，
认真动员组织企业挖掘当地最优美食，精
心准备，积极选项申报。 为更好完成安康
味道“五名”认定工作，作为承办单位的安
康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更是竭尽全力，认
真组织，首先向主办方遴选推荐聘请了 9
名在全市具有酒店服务、餐饮管理、烹饪
技艺、标准化制定、地域饮食文化权威的
专家评委组成评审团队，并制定出评定工
作方案及评比量化打分细则，规范评分标
准，提前组织评委认真学习“五名”认定工
作相关文件，要求每位评委深入领会活动
主旨，明确活动目的及工作流程，严格规

范评委评审纪律， 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为
更好地完成评定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 5 月 12 日开始， 评委正式奔赴各
县区评选认定，由于各县区申报项目品类
多，评审工作量大，评委们在市商务局领
导和专家评审组组长、安康市烹饪餐饮协
会会长毛朝军的带领下，一县一天，共历
时 11 天，每天从早到晚深入实地，走进企
业，按照活动方案和评分标准严格认真评
判，对企业自愿申报、县区初评的餐饮酒
店、宴席、菜品、小吃采取进店现场终评打
分评审。

评审过程主要采取 “一看、 二听、三
问、四品、五评”，对申报的名店评审采取
听企业汇报、看企业环境、文化氛围、规章
制度、荣誉、等级证书、软硬件设施、卫生

消防、注册商标、营业执照、面积、收入和
服务管理水平等。对申报的名宴、名菜、名
小吃评审主要坚持色、香、味、质 、形 、营
养、宴席主题文化、地域小吃传统特色等
进行量化评定。 按照组委会要求，评审组
每到一地，首先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餐
饮烹饪协会领导进行座谈，评比中选派餐
饮从业相关人员到评审现场观摩交流学
习，每个项目打完分后，每位评委都要认
真按自己擅长专业进行点评，提出指导建
议， 最后由评审组长综合做出总评。 “五
名”认定中的“名厨”申报对象是在第二十
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第六届烹饪技
能大赛中单独评选认定的。

经过企业自荐、县区初评推荐、评审
组终评，整个安康味道“五名”认定评选，

最终从全市各县区初选申报的 55 家店、
33 个宴席、44 道菜、47 个小吃，33 名厨师
中评选认定金洲美食高新店等 20 家餐
饮企业为安康味道 “名店”； 富硒鱼宴等
15 个特色主题宴席为安康味道 “名宴”；
铜盆牛柳等 20 道菜品为安康味道 “名
菜”； 锅边馍等 20 个特色小吃为安康味
道“名小吃”；寇长兵等 15 名厨师为安康
味道“名厨”。

全程参与安康味道“五名”认定的评
委们一致认为，这次评选活动不仅评出了
安康名店 、名厨和安康名宴 、名菜 、名小
吃，更见证和品鉴到了安康丰富而独具地
域特色的美食，也再次印证了安康美食的
多元丰富和传统饮食特点。明清时十四个
省份的大量移民徙居安康后，把多省饮食
风味和当地饮食习俗相融渗透，便形成如
今安康饮食的兼容性，汇聚了中华烹饪之
精华。 无论是古长安官府莱的精致、川湘
的辣香、晋秦陇的酸、苏浙的甜、闽粤的海
鲜，炒、焖、烧、炖、汆，酸、辣、麻、熏、鲜，样
样菜都能做得有滋有味。特别是品鉴传统
宴席的制作、 荤素菜品及传统小吃的烹
制，如八大件、三转弯宴席、白火石汆汤、
酸辣茴香小鱼等美食时，不仅挖掘传承到
位， 同时也凸显出各县区参评的创新宴
席，菜品繁花似锦，并多以地域富硒特色
食材起名，如富硒茶香宴、富硒蚕桑宴、富
硒莲藕宴、臻硒羊肚菌、富硒土鸡等，品类
繁多、特色鲜明。

通过安康味道“五名”认定评选，体现
出安康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更加注重饮
食烹制与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创新提升。如
今，安康餐饮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市政府
已把美食产业作为全市生态旅游产业链
中的重点产业进行培育，通过这次安康味
道“五名”认定活动的开展，安康美食产业
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得
到提升。

自汉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三共机
制”实施以来，张滩镇围绕“阵地共建、活
动共联、队伍共育”总要求，精准把握群众
需求，着力实现志愿服务常态化，切实将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造成传播党的
声音、关爱群众、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基
层阵地。

传播党的声音，凝聚群众力量。 在张
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经常可以看到一
群身着金黄盛装的农民花鼓手在各村（社
区）敲锣打鼓。 铿锵的锣鼓声，观众叫好
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好生热闹。村民通过
自编自演的“花鼓子”来宣讲党的政策，既
新颖又接地气，大家都爱听、爱看。

为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理论
宣讲阵地作用，张滩镇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模式，在全镇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
宣讲、政策解读活动。线上，利用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等网络平台，让党的新理论新
思想广泛传播；线下，创新宣讲模式，运用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子来宣传党史、
乡村振兴等成效和知识， 以安康地域特
色、 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宣传教育群众，
将党的理论、政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融入群众的生活中。

村组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和末梢
神经，结合村民需求，该镇以党员带头参
与志愿服务队伍，通过“讲、帮、庆”等多种
形式，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以及文艺演出等活动。创新实施建立

民情“小台账”，促进治理“大提升”基层治
理机制。 按照“8+N”配置理论宣讲、扶贫
帮困、文化文艺、卫生环保、助学支教、医
疗健身、科学普及等 8 类常备志愿服务队
伍。 通过实行“群众点单、站所配单、志愿
接单、社会评单”的“四单”机制，积极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秸秆禁烧、禁燃禁放、志愿
服务中考、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平安建设
“九率一度”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80 余
次。通过各类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志愿
服务活动，大力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

张滩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在
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开展传统特色文化
活动， 引导干部群众进一步认知传统、尊
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强对中华
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于今年
6 月份开展了张滩镇第六届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活动，表彰各类道德模范 82 人，并
在“城东新张滩”微信公众号开通了张滩
镇第六届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传
递向上向善正能量，在全镇营造崇德向善
的浓厚氛围。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张滩镇各村（社区）以“一约四会”等为载
体，破除陈规陋习。建立“道德红黑榜”，宣
讲“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故事，开展村规
民约修订、道德评议等活动，以点带面弘
扬文明新风， 引领带动辖区居民向上向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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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安康味道 展美食品牌
———安康味道“五名”认定评选活动侧记

通讯员 杨兴无

文明乡风拂面来
通讯员 李靖

50 亩无籽葡萄销售火爆
记者 胡智贤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世斌）日
前，“中博热搜榜”2023 年第二季
度陕西省热搜 50 强博物馆榜单
出炉， 包括旬阳市博物馆在内的
陕西省 50 家博物馆上榜。这是陕
西省首次发布热门博物馆 50 强，
也是旬阳市博物馆首次入选 “热
搜”榜单。

据陕西省文物局 2022 年度
博物馆备案信息显示， 陕西共有
正式备案的博物馆 350 家， 本次
上榜的前 50 名博物馆是受到网
友高频搜索和较高关注的博物
馆，涵盖社会历史、革命历史、自
然科学、 人文艺术等多类别。 其

中， 旬阳市博物馆排名热搜榜第
43 名。

近年来， 该博物馆以免费开
放政策为依托， 以旬阳出土的独
孤信印、 象牙算筹等珍贵文物为
宣传热点， 积极实施旬阳文庙单
色油漆工程， 馆藏青铜器和漆木
器文物修复工程， 优化馆藏文物
的陈列展示，完善消防安防措施，
强化讲解员队伍， 不断改善游客
观感环境，精心实施“基地教育+
流动博物馆展览” 公共文化志愿
惠民服务活动，对外知名度、知晓
率不断提升。

旬阳市博物馆入选
省热门博物馆 50强榜单

7 月 25 日，陕西省书学院和市群艺馆“六进”活动走进汉滨区茨沟
镇。 10 多名书画家现场泼墨挥毫，以实际行动打通文艺服务人民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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