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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8 月 25 日清晨，天还未亮透。家住镇坪县曙
坪镇联合村大圣寨 41 岁的官有林已在打扫院
落，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游客。

自去年 8 月份投资 20 多万元将自家房子
改造成民宿后， 官有林和妻子就从上海一家汽
修厂辞职，返乡当起了民宿老板 。 目前还在
试营业 ，来的客人还不多。 但“环境好，菜品实
惠又是当地特色。 ”这样的口碑，让不少“头回
客”变成“回头客”不说，还带来了一些新顾客。

站在官有林家的院子里， 空气里是清甜的
味道， 耳边是虫鸣鸟唱。 四周庄稼长得郁郁葱
葱，映衬着青瓦黄墙，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田园风
光图。 乡村的味道和乡人的幸福，在这一刻，像
是被时光镌刻，颇有几分隽永的意味，所有喧嚣
都归于宁静。

这意境和感触， 正是联合村正在打造的大
圣寨康养旅游度假村发给人们的一份康养之
约。

又出“新动作”

事实上，这份康养之约，早在该村打造腊味
特色小镇就已发出。

联合村位于曙坪镇西南方，距镇坪县城 20
公里。 2018 年，该村依托大巴山自然生态氧吧，
及三大峡水库景观优势， 总投资 3 亿元依水就
山而建的腊味小镇，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景区， 成为镇坪县最具
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标志性景观。

20 余家中式风格民宿潋滟在一泓湖水中，
可同时接纳游客 1500 人以上，是该县民宿产业
的发源地。 旅游相关产业带动本村 261 户年均
增收 2000 元以上。

“尤其是夏天，爆满。 像重庆巫溪以及湖北
等地的游客会专门过来避暑， 一住就是一两个
月。 很多人来了还没地方住！ ”联合村党支部书
记贺中祥说。

夏天是镇坪的高光时刻。 镇坪森林覆盖率
达 88.81%，大气优良天数超过 350 天/年，是中
国长寿之乡，亦是全市率先整县脱贫摘帽县。 在
各地相继开启 “蒸笼 ”模式时 ，镇坪 “22℃的夏
天”，山中、林间、水里，每一处都透着清凉。 而
2018 年 10 月 17 日重阳节， 在腊味小镇举行的
“中国长寿文化之乡·镇坪长寿宴发布会”上，推
出的 99 道天然地方特色菜品，至今被人津津乐

道。 美食、美景，再加上朴实厚道的人文风气，小
镇人气旺盛。

腊味小镇游客爆棚， 但相距 2 公里的大圣
寨却鲜有人至。 虽属一个村，又像两个世界。

“少数人富不算富，共同富裕才是真富。 ”镇
坪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帮扶联合村干部鲁文韬是
驻村第一书记，他说“要让更多村民融进来，共
同富裕。 ”

如何融？ 是个问题。 论空间规模，腊味小镇
地域太小；论旅游产品，相对单一。 游客慕名而
来，不大会儿就看完，顶多拍个照，有不少游客
饭都不吃就走了。

大众对旅游休闲日益增长并不断变化的需
求，使联合村党支部一班人意识到，必须进一步
深挖潜在优势，努力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文化
旅游产品和线路， 不断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多
样性、个性化需求，以此保持特色小镇吸引力。

2022 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指导下，在
镇坪县人大的倾心帮扶下，该村以党建为引领，
瞄准市场需求，通过“支部+旅游+X”思路，在持
续巩固腊味小镇休闲娱乐综合体的同时， 全力
打造大圣寨康养旅游度假村，从“一日游”打造

深度游，“使其成为特色小镇新的亮点与增长
点”。

后来者居上

大圣寨，距离腊味小镇 2 公里。 山清水秀，
原住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保持古朴的诗画田
园生活，是游客体验乡愁、生态康养首选之地。
又与《西游记》里孙悟空齐天“大圣”同名，天然
是个适合打造文化 IP 名片的地方。

在镇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贺中原看来，具
有独特的内涵、避免“千镇一面”才是特色小镇
的关键。 所以，首先要有“地方特色”。 因此，“始
终坚持规划引领， 做到科学布局、 凸显特色的
‘先手棋’，以自身特色资源优势为突破口，形成
自给自足的产业特色， 营造出区域价值和吸引
力。 ”

因为有成功案例在先，建设之初，就有后来
者居上的势头。

首先是高点对标，规划引领，纲举目张。 《曙
坪大圣寨概念方案》从建筑风貌、产业发展、基
础建设、景区文创等方面，通过“规划+策划+计
划”模式，于去年 8 月初正式启动大圣寨康养旅
游度假村建设。

其次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亦有创新。 大圣
寨 38 户村民沿河而居， 家家户户都建有猪舍，
既有碍观瞻，又影响村庄环境。 建设伊始，就投
资 98 万元在村庄一角专门配套建设畜禽养殖
区，供村民集中养猪使用。 为保证畜禽养殖区粪
污及时有效处理，室外配套化粪池，高标准处理
养殖废水，最终达Ⅳ类、Ⅴ类水排放水体。

另外，“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理念
贯穿始终。 既考虑辖区环境质量因素，又考虑村
民民生需求，是此次建设的最大亮点：将沿河而
居的 38 户农户改造成民宿，把荒芜的草坡建成
露营基地，将原小学旧址改建成研学体验中心。

这种理念不仅“深植”于干部心中，当地群
众也自觉践行。 尝到了旅游甜头的他们，更珍惜
周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不能乱动，城里人
来看的就是风景！ ”

今年 48 岁的向毕兵， 投资 50 多万元将自
家住宅改造成“向家院子”。 门楼是用茅草和木
板搭建的，与加盖的黄墙青瓦二层楼房相呼应，
别具风味。 屋后，依着山势，搭了两个帐篷，既可
小憩又可赏景，很是怡人。

“二楼全部用来做民宿，5 个标准间 10 个床
位，一人一晚 50 元。 ”向毕兵的妻子刘启春笑
言，“我们也沾沾旅游的光。 ”

此前，同一个村，腊味小镇的人不仅居住环
境好，还有钱赚，这让刘启春很羡慕。 但她也清
楚，地理位置不一样，“只有羡慕的份儿！ ”令她
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好事也能落到我们头上！ ”

启动建设后， 向毕兵与官有林同样作为第
一批先行先试 6 户示范户之一， 拿出所有积蓄
又贷款 20 万元，按照统一规划，“房屋外貌自己

出 20%”，仅用了 5 个月，就实现了试运营。
“从河南过来的 3 位客人住了一个周，今天

刚走。 ”刘启春说，小曙河到飞渡峡在修建景区
路，生意有些受影响。 但她并不担心，“环境好，
再加上正在建设研学基地和露营基地， 会来很
多游客！ ”

未来可期

刘启春说的露营基地， 由镇坪县独岩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8000 万元打造，占地
200 亩。其中包括儿童游乐区、山谷探险区，以及
秦巴生物多样性观光园 ， 运营后将日均接待
2000 人以上。

该公司是由本地人 80 后的刘雯雯注册成
立的。 凭借“露营经济”新风口，又有资源优势加
持，刘雯雯很看好发展前景。 “通过‘露营+’模
式，不断整合资源，如以‘营地+乡村+研学+休
闲’等，带动更多产业共同做大蛋糕。 ”一期工程
接待中心、观光休闲 4 个树屋、露营广场等已建
成， 预计 10 月初试运营，“初步预计带动 30 户
120 余人平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

占地 800 平方米的研学体验中心， 则是在
原大圣寨小学旧址上改建而成。 目前主体工程
基本完成。 建成后，将全面呈现七八十年代农村
小学师生的艰苦生活，以此成艰苦奋斗宣讲地、
年代情怀自留地、 耕读文化研学地，“打造成全
市乃至全省研学旅游标杆。 ”

不过，对这些新尝试，也有少数村民观望。
最大的顾虑，还是怕没经验，经营不善。

但在鲁文韬看来， 村民有疑虑很正常，“这
是必经的阶段。 下一步全力加大支持力度，引导
干部群众劲往一处使。 ”

曙坪镇党委书记刘鹏则坦言，“后续发展要
靠市场主体。 ”因此，政府在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正在大力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市场主体
参与。

一系列动作，正悄然展开。 向外看，腊味小
镇、研学基地、露营基地连点成线，一条精品旅
游线路即将打通。 向内看，日均接待 500 人以上
游客接待中心正在征地，长 3.5 公里的水泥路加
宽项目已立项明年初开建， 民宿改造也雏形渐
显。

贺中原认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
背景下，大圣寨聚焦康养产业，科学谋划特色项
目，有效变生态资源为乡村产业资产，在创造经
济效益提高农户收入的同时美化了乡村生态环
境，是践行“两山”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生
动实践。 不仅如此，康养产业吸引了大量外出村
民返乡，壮大产业人才队伍，初步实现产业振兴
的良性循环。

“下一步，进一步用好生态资源、厚植生态
底色，推动康养旅游发展壮大，发展全域、全季
旅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更多村
民共同富裕。 ”刘鹏说。

大大 圣圣 寨寨 ：： 发发 起起 康康 养养 之之 约约
记者 于延琴

石泉：倾心铺就“乡村振兴路”
通讯员 王璐 孟少猛

近年来，石泉县深入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形成了“内通外连、通镇达
村、入户进园”的路网格局，构建起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服务体系， 先后获
评“四好农村路全国、全省示范县”“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陕西
省第一批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县”。 四
通八达的农村公路、 持续优化的运输
环境、不断健全的物流体系，有效带动
石泉全域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有力促
进群众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三个强化”筑牢农村公路发展基
础。 强化规划引领，聚焦建设美好石泉
发展定位和“一核引领、四区联动”整
体布局，科学编制《“十四五”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规划》；强化机制保障，出台
一系列政策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常态
化推动工作落实；强化资金保障，健全
完善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分级筹措、养

护资金自然增长、 公交运营和通村客
运补贴“四大机制”。

“五项措施”巩固农村公路建设成
果。 深化“路长”体系，设立县镇村三级
路长，构建起责任明确、上下联动、监
管有力的管护责任体系； 夯实养护基
础，以县级交通机械化养护中心为“主
力军”，采取“县级常备、各镇租赁”方
式，建成“一中心四工区”，通过公益性
岗位吸纳 800 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
养管；坚持部门联动，建立“县有路政
员、镇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三级联
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整治行动；强化数
智赋能，建成陕西首个集“公路养管、
治超、 执法” 于一体的信息化养管平
台，实现“信息收集上传、后台分析处
理、任务分类转办、办理结果反馈”信
息化闭环管理；严格督查考核，将农村
公路养管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实

行月抽查、季检查、年度综合评定，考
核结果与养护资金兑现挂钩， 着力破
解 “管与不管一个样、 管好管坏一个
样”难题。

“三化同步” 提升运输服务质效。
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 开通客运线路
22 条、公交线路 11 条，投入车辆 219
辆， 实现镇通公交、 村通客车 “全覆
盖”；推进农村物流品牌化，改造县级
服务中心 2 个、 镇级服务站 10 个、村
级服务点 107 个，开通“定时、定点、定
线”客货邮货运专线 2 条、客邮专线 10
条，构建起“一点多能、深度融合”的农
村物流服务体系； 推进城乡客货运信
息化，围绕“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
高效”目标，推进农村客运、物流快递
数字化管理，开发建成智慧运输系统，
实现定制化约车、个性化租车、公交实
时查询、物流快递收寄等功能。

“三项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农村公路畅通工程，“十四五”以
来累计完成县乡公路改造 66.5 公里、
旅游路产业路 31.5 公里、 自然村通硬
化路联网路 73.7 公里、 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 557 公里， 全县镇通三级及以上
等级公路实现“全覆盖”，镇通二级公
路比例达 72%；实施入户路建设工程，
从 2023 年起每年筹措 200 万元资金，
鼓励群众自建特色田园步道、 入户水
泥路，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实
施“交通+”工程，结合特色产业布局和
全域旅游发展，建成金蚕小镇环线、两
河樱花环线、 池河银杏大道等 7 条精
品线路，构建起“春赏繁花夏成荫，秋
观红叶冬戏雪”的景观廊道，促进沿线
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
等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吴涛）近日，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等
5 部门印发了 《关于建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
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安康市行政区域内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的，招标
人应当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至少 30 日发布招标计划。

《通知》对发布内容作出要求，招标计划应包括项目名
称、招标人名称、招标内容、估算投资、预计招标公告发布时
间等内容。 招标计划发布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
招标人初步招标计划安排的参考， 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招
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或发出的投标邀请书）和招标文
件为准。

《通知》对发布流程进行明确，招标人及其代理机构为
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在“全国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陕西省安康市）网站”招标计划发布模块提前
30 天发布招标计划 ，在项目交易注册时提供相应网页
截图 。 2024 年 1 月 1 日前为该制度实施过渡期 ，在此
期间招标人只需及时发布招标计划即可， 提前发布时限不
作要求。

建立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一方面是上级工作要求，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2023 年全省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整合共享重点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招标计划
提前发布制度。另一方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建立招标
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有助于潜在投标人提前获悉招标信息，
有益于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 有利于推动项目交易
竞争更充分、交易活动组织更高效、交易程序规则更阳光，
是营造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招标投标环境的重要举措，对
推动“三个年”活动高质量落实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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