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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岚皋县官元镇，绵延如带的梯田里，水稻绿
意盎然，郁郁葱葱，仿佛为大地披上了绿装。 雨后初
霁，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优美
的田园画卷，美不胜收。

近年来，官元镇按照岚皋县“一个统揽”“四县
战略”“八项行动”总体部署，依托镇域特色和资源
优势，紧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打造“三古逸境·秀
美官元”特色农旅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

农耕文化焕新机

官元镇党委政府坚持把发展农耕文化、促进农
旅融合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有效发挥党组织
对各类组织、党员对广大群众的引领作用，以镇村
两级党组织为基础，通过青年干部红色讲堂、院落
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将党委政府打造“三古逸境·秀
美官元”的意愿面对面、点对点传达给群众。 同时，
通过日常党员活动、参观培训等方式增强党员干部
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强化村“两委”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作用，坚持
因地制宜，深入挖掘村庄历史人文资源，探索建立
“非遗作坊”，以各支部为主体，深挖本地特色农耕
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元
素，打造既可观赏又可体验的“耕织古院落”集群。
将农旅体验、特色产业与村集体经济、村民个体创
业相结合，不断培育休闲农业新主体。

发挥各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通过驻村工作队
积极推行“一亩实践田”工作，探索“稻鱼共生”“藕
虾共生”等高产、优质、安全、高效的综合种养新模
式，发展观赏莲藕、有机水稻、中药材种植等传统农
业，点燃农文旅发展新生机。

文旅融合绘新景

官元镇位于岚皋县西南部， 受交通条件制约，
历年来属欠发达乡镇之一。 脱贫攻坚期间，在岚皋
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官元镇党委政府的努力下，累
计投资一亿余元， 先后建成了堰官公路和石官公
路， 制约官元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瓶颈得到破解。
但受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限制，公共基础设施欠账
大、产业基础薄弱、群众增收渠道单一等问题仍然
存在。 为破解官元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产业发展基
础薄弱的不利局面，官元镇党委政府坚持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以项目为抓手，以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为起点，立足镇域内千年古银杏、皇家古梯田、
耕织古院落“三古”特色资源，以团兴村、古家村和
龙板营村的主干公路沿线为主阵地，全力打造涵盖
一个集乡村休闲、历史遗存、民宿旅游、特色美食、

嬉水垂钓、观光农业和农耕文化体验等相关元素于
一体的农旅融合观光体验带。

截至目前， 修建改造龙板营村古院落 1 处，院
落路、连户路 520 米，农户院坝改造 210 平方米；新
建古家村、龙板营村“古梯田”田间道路 3 公里，观
光步道 1.2 公里， 配套建设防护栏， 完善排污管网
1500 米，沟渠治理 2000 米，挡护 800 立方米；改造
宜居农房 36 户，院房提升 16 户，户厕改造 12 户，庭
院美化 50 户；新建、改造民宿 3 处，新增床位 40 余
张，农家乐 3 家。

绿水青山绽新颜

官元镇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自大力发
展文旅产业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厕所革命、河
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行动的实施，绿色发展深入
人心。

在深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上，加快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农村污水、垃圾收运处
置，完善基础设施短板、垃圾处理体系、污水处理系
统等，推进生态、旅游协同发展。 结合功能提升，推
进农文旅融合的 “三古逸境”AA 级景区品牌创建，
坚持把“粮食安全底线”放在首位，把水稻园区作为
景区进行提升改造。 同时，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的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官元镇境内森林植被保护完好，鸡蛋梁更是陕
西第一、全国第四人工连片造林工程，镇内古树名
木分布广泛，但由于古树年久生命力衰减以及自然
灾害或病虫害的影响， 许多古树需要救治复壮保
护。 位于龙板营村二组 1200 余年的银杏树其主干
基部“破肚型”腐伤就经历了多次“大修”。 官元镇多
次邀请陕西省林业科学院专家到镇开展古树保护
和复壮工作，专业人员先是清理树体主干树皮受损
部位杂物，清除腐烂组织，再应用省林科院古树保
护创新团队开发的新材料进行防腐修复救护，并严
格按照古树名木养护技术规范要求对周边土壤进
行改良、更换透水砖，改善其立地环境，从而复壮树
体。

同时，官元镇以“林长制”为抓手，充分发挥各
级林长和护林员作用，严格执行并宣传保护古树名
木的法规，严厉打击破坏行为。 联合岚皋县林业局
为全镇古树实施设置标牌，确保每一株古树名木都
能找到责任单位、责任人，及时掌握古树名木的生
长情况。

下一步， 官元镇将依托资源禀赋和现有的种
植、养殖产业基础，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庭院经济，
积极开发体现乡村性的休闲服务、研学实践等新型
经济业态，逐步完善农文旅融合产业链，不断提升
农村农业经济的叠加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蜀
河：

全
力
打
造
文
旅
强
镇

通
讯
员

李
环

旬阳市蜀河古镇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
服务中心成立以来，认真落实全市“兴文强
旅”战略部署，立足蜀河古镇景区实际，以古
镇旅游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乘传承之风、扬
文化之帆、借发展之势，奋力续写蜀河古镇
景区文化旅游发展新篇章。

聚焦文保难题， 促进安全生产力提升。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心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抓手，全面摸清蜀
河古镇 5 处省保、9 处县保基本情况。建立完
善工作台账，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开展文物
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强化宣传举措，营造宣
传氛围。 截至目前，蜀河电报局旧址保护维
修工程已全部竣工，杨泗庙、黄州馆自动消
防设施已进行全面专业检修并重新启用。 蜀
河清真寺已申请配备微型消防站，计划项目
建设资金 10 余万元；杨泗庙、黄州馆的安防
工程已启动，计划于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聚焦高质量发展， 促进文旅融合力提
升。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方针，
围绕“文旅康养”4 个字和“吃住行游购娱”6
要素，组织干部开展以“我对蜀河古镇旅游
现状及发展前景的思考”为主题的调研并形
成调研报告，在各级官方媒体刊发；成功举
办“千年古镇·诗意蜀河”全国诗歌大赛，收
到全国各地诗歌作品 800 余首； 认真策划
“穿古装·建情境·重体验” 系列活动常态化
运行方案并撰写情景剧本《黄府招亲》。 充分
利用重大节假日“引客入蜀”，“转角廊回处·
等风也等你”系列文化活动完美收官；春节
期间策划实施“卯兔迎春--灯火里的蜀河古

镇”系列文化活动；“五一”期间协同蜀河镇
开展“穿越千年古镇·畅游诗意蜀河”系列文
旅活动、“我在古镇过大年”颁奖暨“诗意蜀
河·最美遇见”短视频征集大赛等活动，丰富
旅游业态，提升服务品质。 此外，中心与镇内
企业签约， 在古镇景区投放 5 台自动售货
机，切实为游客带来便利。

聚焦地域属性， 促进古镇影响力提升。
根本固者，华实必茂。 中心明确以汉水文化、
地域特色文化为依托，组织干部前往旬阳市
档案史志馆查阅蜀河古镇相关史实资料，分
类整理、系统归置；召开古镇文化名人座谈
会，聘请文化传播顾问，推介宣传古镇文化；
整理编撰《蜀河古镇非遗文化集锦》《蜀河古
镇民间传说集锦 》《蜀河古镇巷子名由来 》
《蜀河古镇商号名录》等系列文化书籍，为进
一步推动古镇的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提供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创新推进旅游业态打
造，狠抓蜀河古街区申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创建、非遗陈列馆及非遗街区建设、蜀河
古镇民宿建设、蜀河镇天元酒店三星级旅游
饭店创建；精心谋划“十一黄金周”引客入流
活动， 坚持文化为魂策划各类旅游推介活
动，增强景区文化、文艺活动对游客的吸引
力和黏合度。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蜀
河古镇景区旅游业态打造正处在关键时期，
国家 AAAA 级景区巩固提升及创建国家
AAAAA 级景区任重道远， 文物保护量大面
广责任重。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聚焦主
责主业，充分发挥中心作用，推动蜀河古镇
文物保护和文化旅游工作再上新台阶。

绘绘就就产产业业““兴兴旺旺图图 ”” 奏奏响响振振兴兴““奋奋进进曲曲 ””
通通讯讯员员 张张毕毕顺顺 谢谢曼曼

宁 陕 ： 旅游“热”持续升温
通讯员 党永霖 杜敏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仍让多地热
到“发紫”，而有“秦岭之心·绿都宁陕”美
誉的宁陕县却呈现一派葱郁清凉之景，吸
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恰逢周末，西安游客张波就开车带着
家人来到宁陕县筒车湾欢乐水世界，和家
人一起享受这一抹“清凉”。

“我们今天从西安自驾开车过来，一
家四口玩得特别开心， 筒车湾山好水好，
环境好，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这里玩！”
张波说。

宁陕县筒车湾欢乐水世界，距宁陕县
城约 19 公里，距西安 126 公里，是陕西省
内唯一一处山水相融的大型户外亲水性
水上乐园项目。内设造浪池，彩虹滑道、超
级大水寨、超级大喇叭、飞天梭和宝贝水
城六大功能区。除此以外还有适合小孩子
玩耍的儿童滑道， 儿童戏水池等游乐设
施。

据陕西筒车湾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鸿杰介绍，暑期以来欢乐水世界热
度不减，周末日均接待 2000 人次左右。

位于宁陕县梅子镇子午梅苑景区的
“望梅山居”精品民宿，因其特有的自然风
光，迅速火热，成为游客走进宁陕，体验生
态之美的首选之地。 走进院落，改造后的
老房子焕然一新，餐厅、游泳池、露营区等
休闲区域一应俱全。民宿内各种充满设计
感和故事感的摆件设施， 让人大饱眼福，
深受游客喜爱。

“这离高速公路口还挺近的， 路也挺
好走，真的很漂亮，很舒服，整个山景也很
开阔，回去之后会把这个地方推荐给我的
亲朋好友。 ”游客赵女士对“望梅山居”的
入住体验表示满意。

据了解，“望梅山居”精品民宿依托子
午梅苑的环山美景，通过流转当地村民老
旧房屋，规划设计了 8 栋民宿院落，目前
已建成 3 栋，运营 3 个月，累计接待游客
400 余人次。

“游客对我们这里的自然风景、天气、
空气和住宿环境都赞不绝口。 下一步，我
们还要建几栋民宿，把这里搞成一个精品
的民宿集群。 希望通过努力，把民宿做得
越来越好，吸引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
游客来宁陕玩。 ”宁陕县“望梅山居”负责
人王春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位于宁陕县最北部的广货街镇秦岭
峡谷乐园，距西安仅 80 公里，在这里既可
以体验“高山第一漂”奔流直下的惊险，也
可以在雪场穿梭中感受冰雪扑面的刺激，
游客们乘坐漂流筏， 依次从坝顶奔流而
下，顿时引来游客阵阵尖叫。

西安游客闫少聪说，“我觉得这个水
上漂流特别凉快，下次我一定带我的朋友
和家人再次来体验，非常棒！ ”

秦岭峡谷乐园景区是广货街镇 2006
年引进的旅游项目，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以秦岭峡谷漂流、 四季滑雪场、秦
岭峡谷酒店为主导，集攀岩、射箭、游泳、
真人 CS、水上拓展、户外等众多体验游玩
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体验项目。

“天气一热，尤其是周末，西安周边的
游客、夏令营团建，都来漂流、滑雪，大家
的满意度非常高。热烈欢迎广大游客前来
享受冰火两重天。 ”秦岭峡谷乐园景区负
责人谢晓玲说道。

据了解，从景区建立至今，接待游客
超过 100 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业
的发展，周边农家乐发展至上百家，更加
带动了宁陕的山货、农副产品销售，为当
地群众就业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逢周六、周天，西安的游客都过来
玩儿。暑假期间，一家大小都过来避暑，买
当地的腊肉、香肠、豆腐、玉米、锅巴等土
特产，我们也比平常能多挣一些。”腊肉店
老板肖宏琴高兴地说道。

同时， 宁陕县创新 “旅游+文化+研
学”思维，推出了“研学游 、周末游 、亲子
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出一批研

学实践基地， 并配套开发特色研学课程，
多元化的研学实践教育不仅增加了学生
知识的深度、广度与厚度，也推动了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生态旅游产业新的增
长点。

8 月 10 日，宁陕县“青少年进森林 ”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迎来首批研学团———
汉滨初级中学 300 多名师生到宁陕开展
为期 5 天的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朱鹮野
化放飞基地， 同学们了解了朱鹮保护知
识，在十八丈瀑布、上坝河森林公园等地，
同学们走进自然，感受丛林探险的乐趣。

“宁陕县有着得天独厚的研学资源，
又有县委县政府的推广与打造，加上宁陕
人民的热情好客、勤劳淳朴，研学游很受
欢迎，明年研学我们还想到宁陕来。”汉滨
初级中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研学活动负
责人全东表示。

近年来， 宁陕县依靠独特的自然禀
赋，坚持把生态旅游作为首位产业，出台
系列扶持政策， 积极推进精品民宿发展，
打造“天然氧吧、避暑胜地、养生天堂”旅
游品牌，打响“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地域
品牌，让“凉资源”变成“热产业”。

目前， 宁陕县已建成国家 AAAA 级
景区 1 个、AAA 级景区 1 个、省级旅游度
假区 2 个；建成运营精品民宿 13 个，在建
项目 11 个， 推广的 “政府投资+社会资
本”良性互动模式正为宁陕县打造“秦岭
之心·绿都宁陕” 生态旅游品牌注入强大
动能。

“‘秦岭之心·绿都宁陕’ 生态旅游品
牌效应正在显现，全县旅游市场呈现持续
走旺态势。 下一步，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
‘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林业兴县’战略路
径，进一步强化统筹推进、突出品牌引领、
激活市场动力，以生态旅游‘一业引领、多
业融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谈到
未来宁陕旅游发展，宁陕县文化和旅游广
电局局长田伟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