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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安康市首届生态运动会“女娲
故里·硒茶平利” 最美乡村茶山游骑行登山挑
战赛在平利县举办，200 余名参赛选手齐聚平
利，挥洒运动激情，感悟茶乡之美。

“苏陕人民一家亲，品鉴富硒珍品，助力乡
村振兴。 ”初冬的宋剑湖畔，宣传推介标语格外
醒目。 11 月 19 日，平利县富硒堂茶业有限公
司的绞股蓝产品亮相“幸福江苏”十公里路跑
锦标赛（常州遥观站）。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近年来，平利持续发
力、奋楫前行，使得农旅完美臻合、相得益彰，
让发展有奔头、景观有看头、日子有劲头，处处
洋溢着喜悦，迸发着干劲，涌动着生机，蹚出了
一条业态与美态、自然与人文、县内与县外互
促共进的好路子。

因茶兴业， 一“叶”当先

11 月 18 日，第十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
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宣布“2023 年度重点产
茶县域”调查结果 ，平利县荣获 “重点产茶县
域”称号。 近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公布了陕西省第
二批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其中平利县 2 个案例
入选，乡建公司助力乡村振兴的《打造新平台
培育新动能》 案例排乡村建设主题类第一，产
业振兴的《绿叶子变金票子》案例排乡村发展
主题类第二。

近年来，平利坚持把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首位产业，延伸产业链、构建创新链、提升价
值链、打造经济链、完善利益链，基本形成了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因茶致富，因茶
兴业”的产业兴旺之路。 通过园区承载延伸产
业链、龙头引领构建创新链、品牌支撑提升价
值链、茶旅融合共享经济链、健全机制完善利
益链，带动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如今，通过不懈努力，平利全县茶园总面
积稳定在 25 万亩左右， 连续三年跻身中国茶
业百强县。 全县约有 3.5 万户 10 万余人从事
与茶相关的产业，实现了“人均一亩园、户均一
万元”的目标。近年来，平利围绕“游女娲故里、
品平利硒茶、赏美丽乡村”发展定位，坚持把茶
园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景观来打造，实现
基地园林化、园区景观化、工厂景点化，定期开
展制茶大赛、茶艺竞赛、名人采风、文艺创作等

参与式、体验式活动，形成集“登茶山、游茶园、
采茶叶、购茶品、赏茶艺、问茶事”于一体的茶
旅融合发展模式。

今年 7 月，“富硒茶乡·幸福安康” 秦巴茶
香探寻之旅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3 年第二期
“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平
利蒋家坪景区、城关镇龙头村、女娲康养民宿
涵盖其中。

“神草”传奇，渐成新宠

“平利漫山遍野都有绞股蓝，绞股蓝有‘东
方神草’之称，含有丰富的皂苷、黄酮、多糖类
化合物，富有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对人体有
诸多好处。 ”11 月 5 日， 在第六届中国进出口
博览会陕西馆，平利县富硒堂茶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秀梅向客商推荐介绍平利绞股蓝。 与此
同时，在位于平利县数字经济产业园里的公司
直播间，员工成云正在进行着绞股蓝产品的直
播售卖。

嫩叶制茶，根茎入药。 在长安镇的亿草园
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厂房内，工人们正在忙
着绞股蓝根茎的上架晾晒、烘干切段、压缩打
包。 合作社负责人张光超说：“我们合作社的基
地在城关、长安、广佛三个镇，面积达到 2100
亩，鲜叶采摘完毕后，就进入根茎的收割期。 今
年可产绞股蓝根茎干货 500 多吨， 售往上海、
天津、安徽等地的药厂，产值近 800 万元。 ”

平利有“绞股蓝故乡”之称，独特的区域小
生态环境十分适宜绞股蓝的生长发育，农民一
直把房前屋后自然生长的绞股蓝切碎晾干后
当作茶饮用，是中国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绞
股蓝人工栽培基地县。1986 年平利的原草出口
到日本，经日本药理学专家分析，平利绞股蓝
的理化指标居世界同类之首，同年平利的绞股
蓝产业被国家科委列入“星火计划”，作为国家
研究开发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1988 年绞股
蓝野生驯化和人工栽培取得成功。 2002 年后，
平利被国家列为绞股蓝标准化种植示范区 、
“中国绞股蓝原产地”。 在已检出的平利绞股蓝
总皂苷含量最高可达 15.28%，远超《保健食品
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中规定的“≥0.4%”。

从 1999 年种下第一株绞股蓝开始， 到现
在 24 年时间里， 平利县长安镇的神草园茶业
公司负责人殷刚通过流转土地、 订单农业、助

学帮扶等措施，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
式建有绞股蓝园 4000 亩。9 月初，在 2023 年中
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颁奖仪式上，该公司的绞
股蓝方便粉丝荣获银奖。 该公司不仅在园区建
起了绞股蓝博览馆，还推出绞股蓝茶粉、绞股
蓝酒、绞股蓝食品等深加工产品。

目前，平利县有绞股蓝标准化种植基地 5
万亩，绞股蓝产品产量达到 7000 余吨，实现产
值 7 亿元以上，平均亩产值达 7000 元左右。 培
育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 4 家，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30 家，“公司+标准化+工厂+
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基本形成。 绞股蓝产
业已经成为平利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和农村经
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打造特色，充实“后备厢”

11 月 18 日和 19 日两天，正值周末晴好天
气，在大贵镇后湾村八组，村民贾云和家人一
直忙着采摘打包皱皮柑，两天一共卖了 600 多
斤皱皮柑，收入 5000 多元。 不少顾客是自己到
果园里现场采摘的，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在体
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不忘打卡拍照。 “家里有 5
亩多皱皮柑，一年下来有六万元左右的收入。 ”
贾云说道。

据了解，该地果园土层较厚，有机质含量
丰富，翻耕及时 、空气流动性好 ，光照十分充
裕，皱皮柑味道酸甜可口 、微苦回甘 ，含有黄
酮、陈皮苷、果胶、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具
有生津化食、止咳化痰、开胃健脾、润肠通气等
功效，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前景十分不错。

随着蒋家坪 AAA 级景区的建成， 老县镇
旅游产业愈发红火，太山庙村党支部书记吴丰
平开办集餐饮、住宿、休闲体验为一体的规模
民宿农泉山庄，还注册成立了平利县龙泉富硒
豆制品专业合作社，开发旅游产品。 在太山庙
村 13 组，监委会主任刘相兵正在忙碌着，当前
他又发展大棚 10 个，种植圣女果和草莓，待到
水果成熟季节，游客将会前来采摘购买。

发展“后备厢经济”，丰富旅游产品类型，
延长产业链条，丰富产业形态。 蒋家坪村文书
余治东牵头成立凤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流转 300 余亩土地，通过引进优质鱼苗，代替
农药化肥投入，以鱼护稻、以稻养鱼，保证水稻
产出质量。 木瓜沟村党支部副书记冉康成立绿

泰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年产肉鸽 20 万只、鸽
蛋 12 万枚。 太山庙村返乡创业青年邹晓发展
庭院经济，成立手工作坊，开发易于保存、携带
方便的传统蒸菜特色菜品 30 余道。

文化氤氲，养眼润心

开放的平台、百姓的舞台。 道家乡美、赞新
生活。 为持续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建设成果 ，坚持做好以文塑旅 、以旅彰
文， 全面巩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成果，
近期， 由平利县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主
办，平利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承办，平利县文
化馆、平利县各文艺协会团体暨艺术培训机构
协办的 “大地欢歌”2023 年金秋旅游季群众文
化节暨平利县“百姓大舞台”系列文旅活动在
平利县女娲文化广场隆重上演。

本次活动分为 “歌舞综艺”“综艺暨少儿”
“体育舞蹈、健身操类”三场专场演出，还有文
旅产品推介、非遗技艺展示等元素。 文艺爱好
者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
精彩纷呈，欢歌曼舞呈现在舞台，美好生活笑
映在百姓的脸上。

产业生机勃勃，文化红红火火。 茶园飘香
满目秀，铁笔银钩烙山河，在大贵镇儒林堡村，
烙画非遗传承人李红霞以茶山茶园等为素材
和灵感，将山水风物激活，探索打造“读大贵风
物，品儒林佳茗 ，赏红霞烙画 ”的乡村旅游品
牌；淡雅清丽的包装盒、精巧别致的品茶杯，在
平利县城关镇龙头村的国漆非遗工坊，负责人
袁端姣让“漆”巧工艺成景观；在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平利弦子腔的表演中，茶礼茶俗成为
时常出现的内容。 伴随着古典优美的音乐和唯
美的解说词，茶艺师们气定神闲、举止优雅，温
具、置茶、冲泡、奉茶……

月河村位于恒口示范区西南部，月河南岸，山川交汇，属山川
结合村。 近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级文
明村”“市级五美庭院示范村”。 今年，月河村作为全市 73 个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试点村之一，积极整合资源，深挖生态优势和
文化优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村庄美化亮化和基础设
施建设，逐步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依托依山傍水独特的地理优势，该村重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改造，把“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融入工作日常，完
善集中居住区域服务便民功能，同步实施村级主干道绿化美化亮
化工程，沿村级主干道打造“五美庭院”示范带。 目前，全村农户安
全住房率达到 100%； 新修园区产业路 600 米， 主干道拓宽提升
580 米，实现生产生活道路硬化率 100%；修建集中化粪池 3 座，全
村改厕率达 96%以上；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实现村民生活垃圾清
运率 100%；新建群众文化健身小广场 2 处，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村民良好生活习惯逐渐养成，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

月河村坚持产业兴村，按照“支部引领、基地带动、群众参与、
市场运作”的工作思路，盘活产业引导资金，采取“支部+合作社+
农户”工作机制，着力抓好蚕桑养殖和畜牧养殖两项主导产业，扶
持三家优质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户下“蔬菜+瓜果种植”模式，激活
庭院经济，引领群众增收致富。 目前，月河村流转土地 127 户 260
余亩，建设优质桑园 200 亩，养蚕 120 张，林下养鸡 1000 余只，现
存栏肉牛 108 头、存栏白山羊 674 只、存栏猪 83 头，带动脱贫户
125 户 391 人，实现脱贫人口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

月河村坚持既“塑形”又“铸魂”，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
发展理念。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为依托，大力宣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抓好“诚孝俭勤和”新民风建设，制定完善了村规民
约，组建志愿服务队、卫生检查团及民间文化艺术团。 通过开展
“和美家庭”评选、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等活动，大力弘
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礼俗，宣传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尚。 深入推
进婚丧领域移风易俗，倡导婚嫁新风、厚养薄葬、文明殡葬新风
尚，进一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营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的良好社会风气，逐步形成了“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
的共谋共治共享新格局。

又是一年柑熟季，橘香酒熟待君来。 近日，岚皋
县大道河镇胶腊坡、王家梁、石门滩的柑橘园黄澄
澄一片，喜获丰收。 沉甸甸的柑橘压弯枝头，阵阵香
味沁人心脾，迎来大批游客。

游客漫步其间，或拍照打卡，或体验采摘的乐
趣。 “这里的山好看水好看，橘子好吃又好看，色泽
金黄，肉质清甜，吃一口，甜蜜迅速流淌舌尖，唇齿
生津、难以忘怀。 家人朋友可以一起体验采摘乐趣，
小朋友也玩儿得很开心。 ”游客王晓云说道。

金灿灿的橘园、七彩的阶梯、摇曳的小船，与青
山、绿水、蓝天、白云一起勾勒成一幅美丽的图景。
游客们沿途可在大道港口、百步梯、丰韵桔园等网
红打卡地游览、收集印章，集满印章后可换取 3 斤
柑橘。

据悉，自三个柑橘园开园采摘以来，累计接待
游客 2000 余人，销售柑橘 1.5 万余斤，收入 5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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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道道河河橘橘园园好好风风景景

镇镇党党委委书书记记推推介介柑柑橘橘

元，集印章送柑橘 1000 余斤，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融合发展。
近年来，大道河镇依托移民文化、农耕文化等浓厚的文化内涵，立足优越的生

态自然条件，孵化柑橘、茶叶等特色产业，融入趣味采摘、田园采风、美食品尝、文
化休闲、民宿体验等于一体，有效推动农旅融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截至目前，
建成茶园 5000 余亩、橘园 2000 余亩、民宿 20 处、农家乐 13 个，实现人均年增收
4000 元。

“‘橘茶小镇·汉水大道’，大道河镇的田园风光和诗意山水相得益彰。 在这里，
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诗画般的乡村山水风光，感受大道河独
特的文化魅力。 欢迎大家前来采柑橘、品美食、住民宿、赏美景。 ”大道河镇党委书
记龚永锡向社会各界发出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