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岚皋县持续巩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聚焦文化引
领促融合、拓业态，结合“忠勇刚烈”的巴
文化精神，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优质文化资源传承延伸。

岚皋县位于巴山北麓，汉江一级支流
岚河穿境而过，好山好水滋养好文化。 据
专家考证，巴人活动范围涵盖整个大巴山
地区，岚皋自古便受巴文化滋润涵养。 在
南宫山脚下的南宫山镇宏大村 “巴人部
落”，目光所及之处，青山高耸逶迤，溪流

清澈蜿蜒，一栋栋鳞次栉比、极具风格特
色的巴山民居在青山绿水中相映成趣。一
碗摔碗酒、一口农家饭，夜晚围着篝火载
歌载舞……巴人的豪爽、热情吸引了不少
游客慕名前来。

“今天来到巴人部落 ， 感觉这里温
度适宜 、空气清新 ，而且到处都是巴文
化图腾 。 听工作人员讲解了其中的故
事，感觉特别新奇、有趣 。 ”游客黄女士
说道。

漫步巴人部落，伏羲、女娲绘像及各

式各样的巴文
化图腾无不展
现着巴人饮食
文化、 民风民
俗 ， “ 吃 吊 罐
肉、喝摔碗酒”
已然成为岚皋
对外展示巴文
化的一张独特
名片。

“ 我 们 巴
人部落将继续
以巴文化为依
托， 深入挖掘
文化底蕴 ，打
造本土特色 ，
丰富完善各类

设施，切实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巴人部
落负责人郭国志表示。

走进民主镇明珠社区下河坝安置点，
“大道锣鼓”百人锣鼓队正加紧训练，队员
们个个热情高涨、精神抖擞，举手投足间
都展现着巴文化的无限魅力和风貌，一时
间锣鼓齐鸣，响彻云霄。

为加大岚皋巴文化、民俗文化遗产保
护开发力度，促进“文化+生态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及巴文化旅
游品牌内涵，岚皋县根据大巴山地方民俗

鼓乐用于农耕、吉庆、赛事、祭祀等方面的
习俗，组建了 21 支锣鼓队伍，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大道锣鼓”竞赛比拼活动，并在
岚河县城段、安康汉城商业街、西城坊东
广场等地进行展演。

“民主镇‘大道锣鼓’百人锣鼓队组建
于 2022 年 6 月，在这一年当中，锣鼓队老
中青结合，前后参加了 20 余场演出，得到
了观众一致好评。 ”锣鼓队召集人祝嘉庭
说。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岚皋县充分
发挥文化赋能作用，在保护好、传承好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与
优势产业的根脉联系，打造出“大道锣鼓”
“岚河夜画”等契合本土人文、具备旅游演
出属性的特色产品， 创新文化传承业态，
让优秀文化更好地在岚皋大地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近年来，岚皋县委、县政府始终结合
本地特色及非遗传承， 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创新推出‘民俗文化展演+旅游推介+
产品营销’、大道锣鼓竞赛、四季村晚等品
牌活动， 编排了 《南宫雄狮》《晓道竹马》
《打钱棍》等一批文化节目，通过‘政府搭
台、群众唱戏’的模式常态化开展演出活
动，掀起了全县人民积极参与文化传承工
作的热潮。 ”岚皋县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杨
洁说。

近日，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的青脆李园迎来了丰收，走
进五一村平涧路旁的青脆李产业园内，一颗颗青翠的李子
缀满枝头，游客们打卡拍照，品尝甜如蜜糖的绿果果。

“我就是本地人，经过这里时，看到满树的果子，就采摘
一些回去吃。 李子不仅个头大，味道还好，也没有酸味和涩
味，很好吃。 ”游客龚女士说。

五一村青脆李产业园交通便利，今年首次挂果，果实汁
多味美，深受顾客好评。 据五一村党总支部副书记吴大刚
介绍，该产业园种植的品种为晚熟黄心青脆李，其因果实
大、脆而甜、果核易离而闻名。 为使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
园区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将青脆李园打造成集
观光、采摘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基地。

“五一村位于县城以东 3 公里，辖内有牡丹产业园 600
亩、金丝皇菊产业园 200 亩、青脆李产业园 100 亩。 今年青
脆李大概能产万余斤，明后年进入盛果期后，大概能产五六
万斤。 ”五一村党总支部副书记吴大刚信心满满地说。

青脆李只是汉阴县特色果业的一个缩影。 走进城关镇
三坪村，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被“保护”在套袋里，挂满了藤
架。 取下袋子，一颗颗鲜嫩水灵的葡萄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青翠欲滴，吃起来更是爽脆、甘甜，还带着淡淡的玫瑰香味。
工人在园内修枝、摘果，满园的葡萄传递着“丰收的信号”，
一幅产业兴、乡村美、果农富的甜蜜画卷正悄然展开。

“2019 年， 我开始建园种植阳光玫瑰葡萄， 共种了 20
余亩，每亩年产量大概 3500 斤，带动周边群众 200 余人次
务工。 下一步，我将吸取前期种植技术和经验，加大管护力
度，积极筹备资金，搭建避雨棚，争取将产量和品质做得更
好。 ”汉阴县城关润睿家庭农场负责人石洪宝说。

据了解，三坪村坚持生态发展、科学管理，共种植阳光
玫瑰葡萄 100 亩，共带动农户 200 余户，亩产葡萄 3000 余
斤，年产值可达 200 余万元。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进入丰产
期，即将上市。

城关镇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经营模式，通过
土地流转，结合庭院经济，共种植阳光玫瑰葡萄 200 余亩，
通过商超、果商采购及亲子体验观光采摘、线上电商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销售。 同时，种植基地采用生态有机栽培，科学
管理，以牛羊粪、油菜饼等为肥料，以草养地为果树提供健
康的生长环境，保证生产出品质优良、绿色、安全、营养健康
的优质葡萄。

“我镇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南茶北果中间园’
产业发展目标，突出抓好猕猴桃、蚕桑、茶叶三大主导产业
及特色产业发展，积极采取‘村支部+’产业发展模式，坚持
‘一村一品’建设和农旅融合产业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拓展
特色产业发展空间，逐年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在品质改良、
技术改进上下功夫，让葡萄种植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甜蜜
经济’。”汉阴县城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乾友说。

据城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镇党委、政府的带动下，
该镇除了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外， 累计种植蜂糖李 5000 余
亩、猕猴桃 2000 余亩、牡丹 600 余亩。通过精心打造现代农
业游特色板块，建成五一牡丹园、三坪阳光玫瑰家庭农场、
月河樱桃园、中堰产业园、前进产业园等景点园区，逐步形
成“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特色鲜明、四季吐芳、
花果飘香的产业新格局。

近年来，汉阴县全力推动特色果业发展，把培育发展特
色种植业作为农业增收、农民致富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快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业种植，推
动农业向规模化、精品化、科技化发展，让特色果业在汉阴
百花齐放，谱写乡村振兴致富篇章。截至目前，汉阴县 10 个
镇共种植猕猴桃、李子、桃子、柑橘、枇杷、樱桃等水果 16 个
品种，总面积达 3.8 万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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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篱落无人过， 惟有
蜻蜓蛱蝶飞。 ”白河县卡子镇
云鼎田园 ， 一个让脚步慢下
来 、让心静下来 、让人感受到
自然生态美的世外桃源，是假
期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

云鼎田园位于卡子镇陈
庄社区一组，距十天高速白河
出口 1.5 公里， 仅有 5 分钟车
程。

近年来 ， 陈庄社区坚持
“科学规划、彰显特色、分步实
施”的原则，立足生态产业、人
文资源和区位优势，结合实际
制定 《陈庄社区乡村振兴规
划》《陈庄 AAA 级景区旅游发
展规划 》《陈庄社区高质量发
展庭院经济实施方案》 等，将
民宿和庭院经济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 、 乡村振兴等总体规
划 ，按照特色种养庭院 、加工
作坊庭院、休闲民宿庭院三大
模式， 先后培育陈家大院、韩
家茶院、云鼎田园等特色院落
3 处。

云鼎田园是依托 2500 亩
茶园、600 亩香椿园建成的集
吃、住、游、采摘体验、田园观光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日前，民
宿建成投用，内设餐饮包间 10
个， 住宿标准间 6 个， 上下两
层， 可一次性接待 100 余人就
餐。

走进民宿，冬暖夏凉的土
墙房子 、 古色古香的原木阳
台、 勃勃生机的参天大树，给
人一种久违的恬静。 厨房里不时飘出的缕缕菜香，让人口舌生津，精神
振奋。

“红烧土鸡、小炒红薯粉条、清炒南瓜尖、老玉米炖猪蹄、白菜鸡蛋卷、
香椿炒腊肉，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菜，用的都是最新鲜、最好的食
材。 ”不一会儿，主厨仁大英便端出一盘盘拿手好菜，向食客们一一介绍。

除了这些爽口的菜肴，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压轴主食手工锅盔馍，
整个馍散发着烤制的麦香，用手掰下一大块，配上刺激味蕾的剁椒酱，
入口细嚼，唇齿留香，身心都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据了解，云鼎田园年带动 40 余人就近就业增收。 46 岁的柯昌翠家
住陈庄社区彭家湾安置小区，家里上有 86 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正在
上学的儿女，一直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无法达到挣钱顾家两不
误。 自云鼎田园的香椿园建成后，她便辞职返乡，和丈夫一起在园区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

“我们已经在这儿干了 5 年，之前主要是在香椿园做管护、采摘，就
干些零散工，一年下来，收入两三万元。 现在好了，又建了民宿，摘菜洗
菜切菜我都能做，天天有活干，我也有了固定工作，一个月就能挣 3000
元。 ”柯昌翠边忙着手头的工作，边笑呵呵地说。

眼见着游客络绎不绝，员工忙而有序，云鼎田园负责人王青云对下
一步的发展更是信心倍增。 她指向不远处正在紧张施工的二期工程告
诉记者，“这里计划投资 300 万元，提升改造民俗院落 2 处，拓宽改造园
区道路 1 公里，配建儿童游乐场所和星空露营基地等设施，丰富云鼎田
园的娱乐项目，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体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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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果业赋能乡村振兴
通讯员 熊乐 徐欢

生态体育激活旅游经济
通讯员 许兵 王利 王琪

近年来，石泉县大力发展生态体育，依托青山绿水开
展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探索“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新路
径，通过不断做“热”体育赛事，做“火”旅游市场。体育运动
为旅游市场注入新元素，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
动能。

上个周，石泉县 2023 年“全民健身·美好石泉”激情足
球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县 11 个镇的 12 支球队在绿茵场上
激情拼搏， 大家在享受火热体育赛事带来快乐的同时，也
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的热潮中。

“因为平常工作在外地， 这次我受邀来石泉参加足球
比赛，感觉家乡足球比赛的整个氛围还是很热闹的，我还
叫了一些朋友过来，看完足球比赛以后，还带他们品尝了
石泉的石锅鱼，还有麻辣烫等特色小吃，他们感觉石泉非
常的美好。 ”大美两河队的足球运动员邓宇航介绍说。

一人参赛带来多人旅游，一日比赛形成多日消费。 在
赛事进行的同时， 现场和周边的石泉美食也备受大家青
睐，不少商家借助本次“石泉村超”聚集的人气积极推荐石
泉美食和特色农副产品，让球赛带来的巨大流量转化成现
实的经济效益。

“县上开展这个足球赛，我们也过来展览美食，比如我
们的搨辣子夹火烧馍，这都是我们石泉的特色，另外我这
一锅洋芋 biangbiang 面，配上搨辣子是非常好吃的，还有
辣子鸡、洋芋锅巴米饭等等，这都是我们石泉传统的特色
美食，非常受欢迎，不管是石泉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非
常喜欢，来品尝的人非常多。”当地一家餐饮店负责人杜光
发介绍说。

地处秦巴山间、汉水之畔的石泉县，拥有独特的汉水
文化和丰富的水域资源。近年来，该县依托汉江资源禀赋，
开发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赛龙舟、乘坐画舫、水上摩托艇等

汉江游览项目。今年 6 月，石泉县还与专业俱乐部合作，举
办了 2023 汉江赛艇大师赛·赛艇俱乐部联盟联赛·汉江站
赛事活动， 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爱好者走进石泉，
在美丽的汉江上展开竞技的同时，也沉浸式感受了汉江的
山水之美和当地的人文风情。

“一到石泉，我就被这里的风景震撼了，真的很漂亮，
在这边划船也很开心。 ”西安交通大学赛艇队舵手李姿坤
高兴地说：“我觉得石泉这边的风景很美丽，比赛场地布置
得也挺优美，氛围挺不错的，水域也挺好划，下次我也推荐
同学来这边旅游，转一转！”武汉晴川学院赛艇队队员柳飞
说。

今年以来，石泉县积极申办各类体育赛事，已经相继
举办了“迎新登高向未来”“新年乐跑”、2023 中国·石泉山
地户外自行车公开赛、石泉县城关镇首届“村 BA”篮球赛
等各类赛事活动 10 余场次， 赛事活动贯穿全年、 覆盖全
域，以体育为主题的观赛、参赛、游览逐渐“热”起来，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和游客到石泉来旅游、 度假，青
山绿水的生态资源优势逐渐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秦巴
山水·石泉十美” 旅游品牌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截至目
前， 通过举办体育赛事累计带动游客及参赛人员 20 余万
人次，拉动旅游消费收入 5000 余万元。

“今年我们还将举办徒步穿越赛、半程马拉松、冬泳等
一系列体旅融合品牌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协调发
展。通过举办赛事活动来聚人气，拉动经济消费，带动更多
的游客来石泉观光旅游，进一步做靓做强石泉旅游，提升
石泉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推进体旅融合持续协调发展。”
石泉县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颜鲁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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