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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 水水 不不 负负 追追 梦梦 人人
——————汉汉滨滨区区石石梯梯镇镇推推进进农农旅旅产产业业深深度度融融合合发发展展纪纪略略

记记者者 吴吴苏苏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丽丽蓉蓉

近日， 汉滨区第八届红叶节暨消费助农旅游推介活动在茨沟镇中
心社区举行。 活动在精彩的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诗词歌赋、绘画摄影，
民俗表演、山珍佳宴依次呈现，带给游客们不一样的互动式旅游体验。

“今天来到这个茨沟红叶节的现场，又有表演看、又有美食尝，我还
专程参加了本次的欢乐徒步活动，走进自然，亲身体验领略了一番咱们
茨沟镇的美丽风景。 ”游客刘武贞笑着说。 本届红叶节以“金秋丰收节·
茨沟赏红叶”为主题，通过开展欢乐徒步、山地自行车骑行、名家书画惠
民、“茨沟风光” 摄影采风、 消费助农特色山货美食展销等特色系列活

动，将红叶元素与茨沟文化有机融合，让广大游客沉浸
式体验当地多彩文旅活动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茨沟
自然风光与特色产业。

“通过成功举办红叶节系列活动， 一方面丰富了群众的文
体生活，另一方面增加了群众收入，同时也标志着茨沟镇红叶旅游
进入最佳观赏期，对提升茨沟镇‘红叶溪谷’‘豆腐小镇’农旅融合品牌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茨沟镇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汉滨
区茨沟镇党委书记向伟说。

汉江南岸，石梯古渡；碧水东流，群山蔼蔼。 立冬时节，走
进汉滨区石梯镇，满山遍野的植被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斑斓色
调，金黄的银杏、艳丽的红枫、灿烂的野菊，迎着微风肆意摇
摆，舞动出这个季节的独特韵致。 往来游人走走停停，不时三
五成群簇拥在自然的怀抱，大地调好的滤镜色调饱满，直引
得拍照打卡的游客们连声称赞。

而沿着蜿蜒纵横的村组道路走一遭，良田沃野处处可见
村民们繁忙劳作的身影，小葱、萝卜等菜蔬在农家院前长得
水灵鲜嫩，柿子如灯笼般悬挂在枝头，拐枣、中药材也都到了
成熟采收期，村民们扛着农具，为收成忙碌着，不时能听到鸡
鸣狗吠的声音在山林间回响。 整个石梯镇，呈现出一派农忙
景美产业兴的画卷。

近年来，石梯镇党委、政府坚持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农
村建设为统揽，聚焦“湖滨旅游特色镇、产业发展聚集镇、乡
村治理示范镇”三个定位，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
以强镇富民为主要目标，以“三亮三评三运用”绩效考核为抓
手，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趟出了一条乡村治理有效、产业发
展蓬勃、农旅融合生辉的生态富民路。

产业“百花”满山乡

时令虽已入冬，但连日来的天气却依旧晴好。 在石梯镇
大石村 8 组的安康青木林现代农业园区，几名工人正开着挖
掘机在田里采挖药用牡丹。 “今年药牡丹价格好，往年一斤只
能卖到三四块，今年价格翻了几番，可以卖到 12 到 19 块一
斤，所以园区负责人这几天就把我们叫过来，抓紧采挖药牡
丹，趁着行情好卖个高价钱。 ”在挖掘机旁负责拾掇药牡丹的
园区工人向仁启满面笑容地对记者介绍道。

举目四望，山坳处连片种植的药牡丹已挖出大半，从安
徽亳州赶来的药材收购商也正等待着当天的药牡丹能快速
采挖完毕，收购商李陆军指着拇指粗的药材说：“今年中药材
价格好，像我们亳州本底的药牡丹都收完了，这个园区老板
之前从网上联系到我们，说是他种了几百亩药牡丹，还有枳

壳、白芍等中药材，我们
就开车过来， 准备把他
园区的中药材一次全部
收购了。 石梯镇这地方
生态好、无污染，长出的
中药材我们看了以后 ，
觉得品质相当不错 ，收
购价可以给到 17 元一
斤，把这都挖完，估计能
有个 20 吨左右，效益相
当可观。 ”

抓住风口机遇的园
区负责人， 正是在当地
颇负盛名的致富带头人
向仁邦，2016 年，向仁邦
搭乘产业发展的快车 ，
在大石村陆续流转土地
600 亩， 种植既具有景
观价值、 又有药用价值
的中药材， 很快便成了
当地的支柱产业。 每年
春天牡丹盛放时， 就有

成群结队的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这更加增添了向仁邦发展产
业的信心。 下一步，他还准备开办农家乐、提升垂钓场，发展
乡村旅游业，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
富。

离开热火朝天的青木林园区， 记者又前往东茂山楂园，
甫一进院落，晾晒场上的切片山楂便铺满了视野，园区负责
人王道东和妻子徐尤娣领着工人们将山楂片仔细翻晒，空气
中弥漫着诱人的甜香。 “我们种山楂 10 来年了，今年天气好，
山楂又大又红，总共收了大概有 100 多吨，大部分都被药材
商、加工山楂酒的拉走了，现在清园后剩了 5 吨，我们就准备
加工成山楂片、山楂果脯，销路一点都不愁。 ”朗朗笑声中，王
道东指着已经罐装、塑封好的山楂系列产品，眼里是掩不住
的自豪。

从 2013 年栽下第一棵山楂树，整整 10 年时间，王道东
和徐尤娣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山楂
园区，经过多年发展，除了药食两用的山楂果，还有山楂蜜，
在山楂园长大的溜达鸡、土鸡蛋、红薯等农产品，依托山楂带
来的高人气，徐尤娣还开办了农家乐，研发出山楂红烧肉、养
生山楂饮等产品，深受食客的喜爱，伴随产业的多元发展，他
们的日子也像熟透的山楂那般愈发红火。

展演全镇，除了中药材、山楂，当地还陆续发展了车厘
子、桃子、桑葚等林果产业，花果经济延伸出的产业链条，让
奔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石梯群众，迈向了更加美好富裕的新
生活。

田园响起富民曲

花果经济如火如荼的同时，养殖业同样在石梯镇颇有成
效。 在青套村八里种植园区，几百头黑猪优哉游哉地生活在
山坡上，因野外放养、运动量大，吃的是玉米麦麸，喝的是山
泉水，猪肉品质更是广为消费者所称道。

作为石梯镇东部最偏远的村落，长期以来，由于产业基
础薄弱，青套村的发展步伐缓慢，村里的年轻人，要么搬离山
村，要么常年在外务工，留下来的只有老弱妇孺。 “十三五”期

间，为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青套村党支部书记刘孝宁带头
探路，利用 700 余亩的荒山林地，从事黑猪生态放养。 在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村上的剩余劳动力都被吸纳进来，通过养殖
猪崽、园区务工等方式，实现了“腰包鼓起来，生活旺起来”的
发展目标。 同样养殖生猪的，还有位于大石村的兴隆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年出栏 5000 头肉猪， 产值 200 余
万，去年 12 月还被评为市级园区，为石梯镇壮大生猪产业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视线转移到冯山村，村干部陈善科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产
业富民路径。 在占地 300 余亩的石梯镇善科农场， 鸵鸟、火
鸡、斗鸡、贵妃鸡等禽类都住上了“高级套房”，精心设计的养
殖场内，各种禽类生活得十分惬意。 而谈及缘何会养殖这些
外来的“稀罕品种”时，陈善科笑着说道：“现在发展农业除了
要因地制宜，也讲究推陈出新，我们养殖的鸵鸟、火鸡其实数
量不是很多，这些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 主要是依托绿壳鸡
蛋销售、鸡苗孵化产生效益，因为下一步还打算发展旅游业，
所以这些年整个产业园区都是在多元拓展， 除了养殖禽类，
我们还种的有花椒、蜂糖李、无花果、蟠桃等农产品，就是想
把园区打造成田园综合体，带动更多农户就业增
收。 ”

在园区务工的村民来玉茶印证了这一说法。
今年 63 岁的来玉茶， 从十年前就在陈善科的园
区干活 ，种树喂鸡 、除草施肥 ，一年四季没有闲
时。 “现在园区越做越大，周边很多人都来这里干
活，做一天就有一天的收入，我们农村人嘛，就靠
着土地过日子，岁数大了，别的也做不好。 在这里
干活，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安心。 ”

群众喜开颜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地干部一
心为民、真抓实干的精神风貌。 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征程上，他们以
富民兴业为宗旨，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终让
山乡迎蝶变，铸就了新农村的新面貌。

东湖之畔景色新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依托发展步
伐的加速，石梯镇的产业框架被不断拉大，随着
交通路网的日臻完善、 能人归雁的带头引领、群
众内生动力的稳步激活， 全镇 12 个行政村的产
业如万花筒般异彩纷呈， 农旅业的深度融合、相
互渗透更为乡村迈向振兴高地夯实了基础。

今年五一期间，来自各个地区的游客络绎不
绝地来到石梯，赏花摘果、游山玩水，好不惬意。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游客陈女士说：“我平时在县
上上班，好不容易放假了，就想着到周边四处转
一转，到石梯也是因为朋友介绍，说这里离城近、
景色美，从半山腰就能看到安康城全貌，还可以
体验垂钓采摘，约了几个好友一起来，果然没让
人失望。 当时采摘了樱桃、桑葚、桃子等水果，又
大又甜， 味道非常不错， 直接教人来了就不想
走。 ”而事实上，游客的交口称赞并非夸大具词，
双联村联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蚕桑产业，在整个
汉滨区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合作社负责人周青
锋去年还被评为安康市第六届“养蚕状元”，走进
园区，连绵成片的蛋白桑、果桑跃入眼帘，随手一
拍都是壁纸般的美景；刚威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鲜桃，香味浓郁、甘甜醇美，挂在树梢是风景，摘进篮里换
黄金，都是当地助农兴旅的好产业。

石梯的美是动态的，一年四季都有值得寻觅、赏玩的风景。
10 月下旬，正是彩叶纷飞的时节，到石梯镇感受秋天，又成为
一种潮流。 特别是石梯镇的余家山，有一棵树龄几百年的古银
杏，金黄的树叶在风中纷扬如碎金，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和
网红们来到这里游玩。 打开短视频平台，总能看到古银杏树下
的倩影翩翩起舞，美图美景的传播效应又吸引了更多游客争相
往来， 高人气产生的聚合效应更是让沿途的农家乐家家爆满，
群众吃上“旅游饭”，端上好风景赋能的“金饭碗”。

深挖文化内涵，叫响金字招牌，做活农旅经济。 面对新的
发展目标，石梯镇党委书记陈德荣表示：“聚焦区委、区政府
对石梯发展湖滨小镇的精准定位，镇党委、政府积极争取资
金和政策支持，集中力量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展
硬实力，同时着力推进民宿、康养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旅融合
再提速。 如今，石梯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业态已初步形
成，全镇上下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在释放文旅新动能，推动
乡村奔振兴的道路上奋楫扬帆、阔步前行。 ”

徐徐尤尤娣娣推推介介农农产产品品

陈陈善善科科展展示示绿绿壳壳鸡鸡蛋蛋

航航拍拍石石梯梯镇镇

采采挖挖药药用用牡牡丹丹

晾晾晒晒山山楂楂

红红叶叶节节上上游游人人多多

推推介介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黄黄栌栌色色正正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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