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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平利县大贵镇立足 “魅力大贵·农旅新村 ”发
展定位 ，秉承新发展理念 ，以和美庭院创建为核心 ，利用闲
置资源为突破口，引导村民盘活土地发展庭院经济 、特色产
业，用好农家“方寸”庭院，建成增收致富园，振兴乡村 “美丽
经济”。

走进大贵镇后湾村，微风和煦，满目含翠，白墙黛瓦的围墙
将一处处庭院隔离开来，通往庭院的小路干净而整洁。 村民王
宗高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辣椒，别看院落不大，这却是老王的
“得意之作”，房前果树环绕，近处是整齐摆放的各式绿植盆栽，
一小片空地上还种了花卉和绿叶菜，打点得分外好看；后院有
柴火灶，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堆。

“别小看这巴掌大块地，自家吃的瓜果蔬菜有了，土鸡、猪
肉还能往外卖点，刚挂果的皱皮柑更是我的宝贝呢。 ”老王说，
农忙的时候打理庄稼， 农闲时打理院子， 一年的收入还算可
以。

近年来，后湾村充分挖掘土地资源，对闲置的土地、宅基
地、空闲地等进行整合规划，大力发展柑橘产业，针对村民分散
种植散、弱、小的现状，由村党支部牵头，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
帮助群众成立柑橘专业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做好果园管护，
帮助群众提升效益、变现收益。截至目前，共发展 500 亩集中连
片皱皮柑产业园，带动周边 180 余户群众增收，实现了“农户+
集体经济”双赢。

“走，去王家院子看电影咯！”结束了一天的农忙，家住后湾

村七组的王大妈向邻居发出“邀请”，相约一同去看露天公益电
影。夜幕降临，电影放映员已经将设备搭建起来，村民们三三两
两，陆续来到现场，傍晚凉风习习，老人纳凉、孩子打闹，编织着
一道美丽祥和的风景线。

像王家院子这样的活动场所，后湾村还有很多，村党支部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组织村组干部，广泛吸引群众参与，以人居
环境整治为抓手，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有效推进“扫干净、摆整齐、改旱
厕、清污淤”专项行动，对闲置的农家院落实行了统一改造，设
立“集中清洁日、党员执勤岗”，评比清洁户 、整洁户 、示范户
250 户，让村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同时村内通过广播、
宣传栏、流动“大喇叭”等方式向村民宣传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
知识，一幅“院落美、居室净、厨厕清、家庭和、长效好”新图景愈
发生动。

“我们以投资少、 管护易为主导思路， 在庭院改造的过程
中，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在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引导村民
更新观念、增强意识，把村民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休闲
娱乐的小公园。 ”后湾村党支部书记陈进明说。

据了解，“庭院增绿、村庄添美、农户增收”的庭院经济发展
模式在大贵镇已初具规模，在持续擦亮富硒稻油、富硒林果、富
硒茶叶三张名片、形成“千亩茶园、千亩粮油、千亩林果”产业连
片格局的基础上，以家庭为阵地、庭院为载体，把农家小庭院变
成增收致富的“小产业”，“好风景”变身“好钱景”。

暑气渐渐消退，稻香压过荷香。 随着开
学季的到来，石泉县城关镇丝银坝村草池湾
迎来了短暂的宁静。

自今年“五一”假期正式运营以来，草池
湾田园综合体热度持续走高，接待过多批研
学团队，但单次接待始终没有超过 300 人。

“朱鹮小村”，是草池湾田园综合体的另
一个名字。 作为国宝朱鹮的栖息地，草池湾
的群众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不使用
化肥，不使用除草剂。 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
后，也明确了接待人数上限，以减少对朱鹮
栖息的影响。

“我们请农科院的专家来考察调研 ，借
助朱鹮的影响力， 确定了优质优价的路子。
通过对土壤、水质、肥料进行检测、改善，我
们的稻谷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 ”据丝银坝
村党支部书记邓国友介绍，丝银坝通过田园
综合体项目建设， 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流
转农户土地，着力打造集田园观光、休闲旅
居、农事体验、研学教育为一体的三产融合
发展示范村。 同时培育“草池稻香”有机稻
米、“草池红粉”有机莲藕等品牌，持续增加
村民收入。

草池湾茶空间、乡村生活博物馆 、田间
课堂、青旅民宿、农家餐厅、非遗工坊……项
目一期中，最大的支出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土
地流转费用。 而就近务工的村民们，成为项
目最大的受益群体。 项目二期，如何调动更
多村民参与其中，让群众稳定增收，甚至成
为核心，是邓国友最近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也需要乡亲们不
断学习。 明早我们的考察团就要出发，前往
汉中市留坝县考察学习。 ”邓国友盘算着，先
组织有想法、 有资金基础的村民先学先干，
再有镇上针对草池湾片区出台的激励奖励
政策，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村民主动参与进
来。

不约而同，20 余公里外的池河镇明星村
也在持续探索：农旅融合的大舞台，如何让
群众唱好“主角”。

借助石泉县推进全域旅游发展、重点打
造中国金蚕小镇的机遇，明星村党总支牵头
成立了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了陕西明
星沧海桑田旅游公司，建成醉美桑海国家级
AAA 景区。 推窗见景、开门迎客、就地转岗、
居家经营……全村 1600 余人融入产业链，带
动群众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明星村成为西
北地区最大的桑园种植、蚕茧养殖、桑旅融
合发展示范村。

农旅融合给村里带来的变化 ， 陈泽华
和老伴邓仁有着亲身感受。 “村上免费把老
房子装修成民宿，每年给 7000 元租金。 我做
保安，老伴做保洁，每月工资加起来有 4000
多元，吃住村上也是免费安排好了。 ”年纪大

了只能干些轻松活，收入却增长了，这是花甲
之年的陈泽华未曾料到的际遇。

带动增收外，明星村还在鼓励群众自主
发力。

今年端午，明星村邀请到中国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联
办了“双村闪耀·端午诗歌音乐会”，通过“村
晚”、非遗展示、达人直播带货等方式带动旅
游发展。

“此前一个月，公司管理层就先到明月村
进行了考察学习，又邀请明月村的致富带头
人、两委成员过来入户走访，为我们的乡亲们
‘量身定制’发展计划。 ”据明星沧海桑田旅
游公司负责人余娟介绍，结合前期双向调研
成果，村里鼓励村民发展体验式桑染家庭作
坊，推出桑树染特色伴手礼等，收到了良好的
市场反馈。

无独有偶，近年来饶丰镇胜利村创新推
行“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发展乡
村旅游，先后举办百合花节、农民丰收节等文
旅活动，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紧
紧镶嵌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 全村 80%以上
土地资源实现流转经营，60%劳动力就地稳
定务工，35%农户直接从事旅游服务业。 2022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2 万元。 以农
促旅、以旅兴农、农旅融合，胜利村先后获得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
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以点串线，以线织面。 近年来，石泉县以
创建省级旅游特色名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为
载体，做足“农业+”文章，念好“农业+旅游康
养”发展经，推动农文旅、农工贸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平台，石泉促进
村民土地流转，开发特色种植观光园、桑品种
博览园、果桑采摘园、观光荷塘、观光花海、中
药材种植园、观光茶园等为乡村旅游奠定发
展基础，先后打造饶峰驿站、金蚕小镇沧海桑
田、中坝作坊小镇、荷塘月色、中池花海、本草
溪谷等 10 个农旅融合乡村休闲旅游景区。带
动全县发展桑园 7.3 万亩， 养蚕 7.2 万张，茶
园 3.98 万亩， 魔芋 4.1 万亩， 中药材 3.2 万
亩，水果 1.2 万亩；注册涉农商标 319 个，农
副产品年销售额 20.23 亿元。

同时，按照“城乡统筹、产城一体、产业融
合”的思路，石泉县累计发放奖励补助资金
3000 余万元，争取贷款贴息项目 1.6 亿元，用
以加快建设汉江民宿集群和草池湾田园综合
体、本草溪谷中医药康养、幸福山居旅居养老
等旅游产品。

“农村变景区、 农舍变民宿、 农民变导
游”，在石泉，农业+生态休闲康养相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相融合、全域全景全民齐参与的
大旅游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农农 旅旅““出出 圈圈 ”” 群群 众众““登登 台台 ””
———看石泉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之路其三

记者 田丕 陈楚珺 李莹

用好农家“方寸地” 建成增收致富园
通讯员 余汐颜 袁渊

本报讯（通讯员 龚静）9 月 9 日至 12 日，安康富硒茶发酵
茶生产加工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汉阴县顺利举办。 来自各县
（市、区）110 余名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和茶叶经营主体负责人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围绕新时代茶叶地理标志区域公共品牌及企业
品牌培育与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背景下安康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电商直播助力茶产业闯出销路“大市场”、白茶黑毛茶加工
技术、茶旅融合发展、新国标下的茶叶包装等内容进行，邀请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姜含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副
所长鲁成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肖斌、周天山，电商培训导师

董红等专家进行专题授课。 并组织学员在汉阴县凤凰山农民
田间学校和县供销社抖音直播间开展红茶加工和直播带货现
场教学。

结业式上，市农宣中心对培训班进行了总结，为考核合格
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学员代表赵宏远、徐春交流分享了培训
收获。 学员们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培训充分感受到茶产业大有
可为，要持续把握市场、调整结构、加强技术、坚持标准、久久
为功，在做强绿茶的基础上，做好发酵茶品类，在传承创新、竞
争发展、学习提升中落实好中省市茶产业发展精神，助推安康
富硒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周丽，普通而又平凡的女子，在平凡中却
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她开过餐馆、做过美容、
卖过百货、 做过批发……但对农产品加工她
从未涉足过。 正是对故土的一片炽热情怀，她
选择了回到青山绿水的故乡，耕耘“希望”，回
报故乡。

2016 年， 承载着周丽对美好未来憧憬的
“希望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在白河县宋家镇焦
赞村正式投产，公司坚持“绿色、循环、健康、创
新”理念，从事粉条、粉皮深加工，同时将生产过
程产生的薯渣、薯藤经二次加工为养殖饲料，用
于养殖生猪，制成腊肉、腊肠等绿色循环产业，
进一步提高红薯、土豆的附加值。

第二年，公司生产粉条、粉皮 2000 余吨，
产值达 1000 万元以上。 良好的效益和辉煌的
成绩，让周丽看到了农产品深加工的希望，也
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搭建了平台， 满足了农
户就近务工需求。 在公司运行中， 周丽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领农户发
展玉米套种红薯，与全县 6 个镇 53 个村的农
户签了订单， 很好地解决了农产品初加工原
材料的问题。

在生产经营中， 公司也遇到过坎坷与险
阻，但周丽没有被压垮，迅速转变思想，为公
司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她引进发酵技术解决
薯渣存放期短技术瓶颈问题，建立养猪场，将
薯渣内部消化，不仅盘活了内部资源，更夯实
了产业链的内部循环。 就这样，周丽凭着顽强
的毅力、 富有前瞻性和技术动力化解了企业
的困境。

为带动农户发展红薯、土豆主导产业，周

丽每年都会组织公司技术人员走村串户，为
种植户讲解种养技术，传授高产经验，为农户
解决生产难题。2019 年，周丽加入白河县女企
业家协会，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活动，疫情期间
多方筹措各项防疫物资， 亲自送到一线工作
岗位中去。2022 年，周丽被认定为安康市第八
批中级职业农民。

为使企业做强做大，做出品牌，确保农产
品及时销售， 周丽结合本地的优质品种和无
污染的资源优势， 通过深加工打造地标性产
品，在产品研发、制作上严格质量要求，公司
成功为红薯、 土豆等系列产品注册了商标。
2017 年公司产品通过了 SC 认证， 现已进行
大规模生产。 为让产品走出去， 她亲自跑市
场、做推销，带着厨具及产品现场操作演练，
取得了良好的推广效果。 并紧抓校企帮扶发
展机遇，先后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安康学院
等院校签订销售协议，开展“电商+实体店”线
上线下销售模式， 直接或间接带动 200 余户
村民实现增收， 逐步实现企业与群众共同发
展的美好愿望。

有希望、有梦想；有付出、有回报。8 年来，
希望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先后获得 “安康市
诚信守法企业”“市级健康企业”“市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与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 ‘双
覆盖’ 标杆单位”“市级林业龙头企业”“县级
现代农业园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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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富硒茶发酵茶生产加工能力
提升培训班在汉阴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