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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送暖，湖景璀璨。 76 岁的徐长翠坐在满目
金黄的银杏树下， 既晒太阳又观景。 门前的金马
渡， 让她如此深切地感受着新农村新变化的日新
月异。

发源于平利县化龙山的岚河， 在岚皋县境内
纳了滔河、朱溪、洋溪、溢河、蔺河、泗吉河等支流，
浩浩荡荡穿城而来， 在这里拐成了一个造型别致
的“口袋湾”，留下一个千古称颂的“金鸭子”景观，
然后舒舒展展的奔香河而出县境， 在汉滨区的岚
河口汇入汉江。 县内岚河因水量足、河床宽而自古
通航，从花里老渡口往下，有界梁、西河、萧家坝、
杨家店和佐龙、金马十八座古渡，其中这金马渡因
地理优势而别具一格。 你看这“口袋湾”，只因大河
湾的河床正中耸起一座小山， 丰水期口袋的口子
被水一淹，那小山就成了孤山。 夕阳西下时，观景
的先贤把金灿灿的河水中那个金色的小山看成了
一颗金珠， 把河西这面火烧云状的山梁看成了飞
奔的战马上那一绺绺飞扬的马鬃。 于是，小山相连
的那面山坡成了金珠店村， 奔马状的山梁下成为
马鬃村。 后来在地名普查时，却被识字不多的那个
“填表人”给人为简化成了马宗村。

曾被安岚两县称为大码头的金马渡，是金珠、
马宗两个村共用的三点一线式水陆码头： 主码头
设在“口袋湾”的口子上，套湾的两岸各设了分码
头，以便两村三地的交通便利。 1958 年安岚公路通
车，码头运输日渐萧条。 1989 年汉江上游这座安康
水电站下闸蓄水后， 电站库区成了涉及汉滨、岚
皋、汉阴、紫阳、石泉五个县区、水面阔达 77 平方公
里的巨大的瀛湖，湖水倒流于岚河，“口袋湾”与汉
江融为一体，深达上百米的湖水让孤山成了孤岛，
金马渡成了马宗村的唯一出口。

那时， 徐长翠和这些从河湾搬上山坡的后靠
移民，生产生活极不方便。 门前一道深湖，阻挡了
出行。 虽然坡下有马宗渡口，对面有金马渡口及主
码头， 而从主码头上到新建的佐龙集镇只有半公
里车路，但村民们常为隔河堵水的不便而叹息。 后
来，政府为了支持村民发展经济，修了金马吊桥，
行人方便了，但不能通车，经济发展仍然受阻，村
里的中青年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进城入镇，另谋生
路了。 移民部门和联乡包村部门为了帮助村民致
富，想了不少办法。 徐长翠亲眼所见，从金马渡码
头上架起的便桥，连接了湖中的孤岛，做成了旅游

景点， 人们给它起了个很美的名字， 叫 “蓬莱仙
境”，意在带动农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 然而，由
于孤岛太孤，难以聚人气、兴产业。

去年初春的一天清晨， 新来的佐龙镇党委书
记毕双平因为晨练而跑上了这个小岛。 当他沿着
岛脊的步道爬上岛顶时，蓦然看到了惊人的奇观：
头顶朝霞初照，脚下云雾升腾，雾海西边的马宗村
掩映在一团团的白雾、一缕缕的炊烟之中，简直成
了童话世界。 此时，他把这个几乎人去房空的村子
看成了人间仙境， 一个大胆的设想热乎乎地从心
头升起：整体发展民宿，全村农旅融合！

不久，徐长翠发现：年轻的书记、镇长、人大主
席分别带人进村，做调研、搞规划、逐块逐户设计
方案。 由此，她看到县长反复进村，不是带专家来
策划、讨论，就是带部局长来现场办公、解决困难；
他看到乡村振兴局的干部一年四季常来常往，不
是动员这家，就是帮助那家。

紧接着，徐长翠欣喜地看到：金马渡通往孤岛的
上岛便道、环岛步道连通了，铺成了彩色的、有弹性
的沥青路面，打上了彩色的护栏。 于是，码头的船多
了，游人也多了，人们不仅上岛，而且荡舟湖上，很是
浪漫。 由金马吊桥通到门口，进而贯道全村的连户路
修通了，路边还竖起了路灯，修上了排水沟，砌起了
花坛，栽上了花木，塑起了不少好看的装饰品。 通村
路上匆匆走来的，不仅有旅游的、研学的、参观的，还
有来改造民宿、栽培果树、种植蔬菜、培育花卉以及
加工农产品的各类开发者。

今年春季，就有一个名叫王忠的年轻人，走进
了徐长翠家。 王忠是在佐龙集镇开药店的，他靠诚
实经营赚了一点钱， 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发展
项目。 看到县镇政府在马宗村打造民营集群干得
热火朝天、效益日显，他心底踏实的赶来加盟。 徐
长翠家的旧房子有两座， 东西两排虽然都是三间
两层，但东排的一楼每间都是大套间，利用价值很
高。 老头子不在了，儿孙辈都进城了，只有徐长翠
因为吃惯了山味、 吹惯了山风而留守在这里。 如
今， 全村的民房都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租赁
管理、统一做了外包装和环境改造，这给投集经营
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王忠从村上转租了经营权
后，先在西排的房子里给徐老太婆安排好客厅、厨
房、卧室、卫生间和杂物间，再把东排的一楼改造
成一个大厅、 四个餐饮包间和一处男女分设的卫
生间，把二楼改造成三个住宿标准间，又把中院修

成了养鱼的水塘和五彩的花园， 并把门前广场做
了望江景、看山景、赏树景的打卡地。 今年五月份，
这个名叫“金马阁”的漂亮民宿一开业，当下吸引
了各地的游客。

徐长翠亲眼所见：从岚皋县城下来的小姑娘，
把杂粮饭吃得一个劲叫香； 从安康城来的骑自行
车，一个个撒欢般的自摘黄瓜、自采柑橘、自挖红
苕，还把花椒叶、黄花苗等土菜夸成了山珍；西安
来的一对退休干部，白天钓鱼，晚上数星星，一住
就是好几天。 当外地游客、中小学生、机关干部来
与村民们一块种地、植树，又是自掏腰包在民宿消
费时，徐长翠强烈地感受到：这世道真的在变，这
山村真的在变，变得那么温馨，如这冬日暖阳，让
她心生感动。

披着暖暖的冬阳，徐长翠约上从市里、县城、
集镇回来看热闹的老姐妹， 从婆家回来商定发展
项目的侄女们，在村道上晒太阳，看景致。 看着邻
居的后墙挂着的那些老旧自行车、 十字镐、 钢钎
子，她似乎回到了青春年少时代，融入了当年的铁
姑娘队； 张家的山墙新添了当年下乡知青最爱的
那些宣传画，她似乎走近了那些文明、时尚的文化
人，在跟他们一块儿学写诗词、学织毛衣；当看到
路边的护坡石墙中嵌入的飞鸽牌自行车、 凤凰牌
收录机和棕红色的琵琶、淡茶色的太阳镜，她似乎
看到，刘家的喜娃子回来了、杨家的山英子回来了
……哦，年轻人，中年人，少男少女们都回来了，歌
声、书声、欢笑声也回来了……她看到了热气腾腾
的山乡，看到了人气火爆的山乡……她明白了：这
就是县长、镇长、局长们反复宣讲的乡村振兴！

来到金马吊桥东侧的山头上， 徐长翠看到了
早有耳闻的建设现场： 装配了彩色风铃的金马吊
桥，两边正在实施装扮改造，各饰龙凤造型，做成
“龙凤呈祥”景观；从马宗码头起步的环湖步道，与
由此连接的数条连户路同时开工，多点上劳，听说
明年春季就能投入使用；对面的金马渡大码头，除
了客船、小划子，还有一艘能乘客、载车的大型轮
船。 更大的惊喜是：她看到了码头上正在兴建的游
客服务中心，听到了湖风吹来的隆隆机声。

哦，前天干部口中的乡村振兴，昨天游客口中
的农旅融合，已经在金马渡两边的金珠村、马宗村
生成了山乡巨变的巨幅彩绘！ 徐长翠满心欢喜地
欣赏着， 享受着， 并和她的姐妹们用对生活的热
情，兴致勃勃地参与着。

有着“山中之雾气，水边之高地”之称的岚皋乡
村，有着动人心魄的美。

清乾隆年间兴安州知州史传远曾作诗歌 《岚河
乘舟夜归》，对古老原生态的岚皋风景有着形象的描
述：“岚河之水西北流，落日乘风信小舟。 /两岸林深
川色静，一声棹发浪花浮。 /野烟起外樵方歇，渔火
明时钓未收。 /百里归帆如箭疾，暮楼初鼓出城头。 ”

诗作描述，在那浩瀚的岚河水上，在落日余晖下
乘风信步在小舟上，两岸树林很深，河流有着宁静的
色彩，百里归帆就像箭一样行进的迅疾，在刚刚黄昏
时节我们出了城头……那我们要向哪里去呢？ 已经
是夜晚了， 仍在岚河上漫游， 仿若今日的 “岚河夜
画”。 更将要走向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郡斋平望江
山》的诗画里去：“水路东连楚，人烟北接巴。 /山光
围一郡，江月照千家。 /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 梦
魂知忆处，无夜不京华。 ”这真正是陕南一带的风光。
岑参先生，在“水路东连楚，人烟北接巴”的大巴山深
处，想念着当时向往着的山重水复，极难以抵达的京
华长安。

岚皋，为陕西省最靠近南方的县域，她北接秦岭，南
拥巴山。 巴山第二主峰化龙山脉，绵延到岚皋境内，造就
了一些闻名遐迩的旅游名胜，如南宫山、巴山大草原、蜡
烛山、 锅底凼等山地风景。 岚皋还流经着深切的多条河
流：汉江、岚河、滔河、洋溪河、溢河、蔺河、四季河、大道
河、神仙河、千层河、晓道河等等，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
溪流，散漫在那些同样无名但绿萌萌的大山的皱褶里，山
谷和山梁上便有了许多的风景，有了许多勤劳善良，顽强
生存与勇敢创造的人民。

岚皋旧时的城乡，因为山路遥远，交通不便，而
显得颇为封闭，又因为经济落后，而充满了贫寒与简
陋。 还记得已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岚皋不通火车，
通往省会西安的道路，要先行进几小时的公路车程，
再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西安，去一趟省
城仿佛“出国”一般。 县城尚且如此，那乡村就更不用
说了，土地馈赠的作物，都依然消耗在土地上，难以
卖出，没有产出，而生活环境也正像当地人曾经描述
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夜间一抹黑、四周一团
乱”的情景。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那风儿吹向了秦巴山间，吹向了亘古流淌
的碧绿的河流。 许多乡村的人们外出务工了，许多卓
有建树的乡亲又回来了。 他们带回了资金、技术与见
识，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如此热爱和创
建着他们的家园。

慢慢地， 西康铁路提速了、 西康高速公路贯通
了、安岚二级路提升美化了、安岚高速开通了，西渝
高铁在建设中，岚皋融入了西安半日经济圈，融入了
安康一小时经济圈。 那些贯通的道路带来了新的思
想、人流、资金与魄力。 这些敢想、敢说、实干的规划
终于落到了现实。

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各方面的振兴。 岚皋迈
向乡村振兴的步伐，更显得迫切，而又有着真实可感
的力度。 脱贫攻坚期间，一些高山上的农户移居到集
中安置社区，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新社区工厂，确保移
居的乡亲们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还有一些仍居住
在自然村的农户， 他们旧有的家园也开始了全面提
升。 县里乡村振兴局依据政策，鼓励乡村采取了土地
流转策略、成立村级公司、开办工厂等方式壮大集体
经济，把农户庭院经济也镶嵌在了产业链上。

那些曾经仅仅用于居住的农家田舍， 经过系统
改造之后，有的开办了农家乐或精品民宿，有的在房
前屋后建起了花园、果园、茶园、菜园、养殖园；有的
农户因地制宜，把家居改造成快递收发点、直播带货
展示馆等设施，还有的开办小超市、修理店、家庭作
坊等，服务当地生产生活。

走进今日的岚皋乡村， 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空
气，美轮美奂的自然风貌，和有了更多的和美乡村。

岚皋四季镇杨家院子， 曾是临近岚皋县城的一
个普通村庄，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的持续指引
下，这里有了更大的提升，已成为安康境内闻名遐迩
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南宫山镇宏大村开发了“巴人部
落”文旅体验项目，这里溪水潺潺，带着原始生活气
息的巴人部落，神秘而让人向往。 蔺河镇和平村，村
民在庭院里栽种铁皮石斛， 这具有保健作用的高端
中药材在农家的庭院里静静地展枝开花。 城关镇永
丰村，“高峰忆家”精品民宿，正以留得住乡愁的样子
展现了民居升级换代之后的古朴与舒适。 石门镇大
河村因为靠近巴山大草原、横溪古镇和千层河景区，
这里开发了精品民宿和特色种植园， 在巴山深处优
美风景下，有着原生态的风貌。 大道河镇的村庄，很
多散落在古老的汉江之畔，这里成为移民镇之后，在
汉江沿岸广泛栽种大道蜜橘，秋日时节，红彤彤的果
子映着碧绿的汉水，丰盈明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许
多三线学兵连的青年们在这里成长， 建造我们引以
为骄傲的襄渝线，连续数十年来，不断有当年的“战
士”回归这里，看到变化的村庄，感慨祖国的发展，感
念他们的青春。

岚皋乡村，值得期待的还有佐龙镇马宗村，这里
原是老安岚公路的必经之处，公路改道后，这里成为
一个向阳宁静的乡村。 碧绿岚河在这里拐了几道弯，
围绕出晏家堡、马宗村、佐龙镇街道、小蓬莱岛等等
旖旎的景区。 穿过绿水之上高高扬起极具乡村韵味
的吊桥，走入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安恬。 这里距离安康
城区仅仅 40 多公里，车程半小时，风景旖旎，场面开
阔。 晏家堡、马宗村、佐龙集镇、小蓬莱岛有望规划提
升为安康境内一个新的乡村游的集中片区。 这里的
民宿有一个浪漫的名字： 相遇蓬莱。 相信不久的将
来，会展露更加清丽的乡村容颜，与热爱生活的人们
在此相遇。

秦巴深处的月池台， 轰鸣穿梭的火车和泛舟摇曳的汉
水，在层林尽染的初冬，动静相宜，成趣相映，橘茶小镇被勾
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全景图。

“我妈喊我回来卖橘子。 ”岚皋县大道河小有名气的“橘
子西施”王兰，返乡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房前屋后的金钱
橘变现。

披肩长发，眼睛宛如一泓秋水，身着白色的羽绒服，干练
地说，“我们这儿正宗的金钱橘，酸中带甜，回味绵长。 ”清晰
的乡音，仿佛印证了富硒橘子原汁原味的独感。 王兰侃侃而
谈：“纯甜的，有蜜橘，还有椪柑、柚子……”

吆喝声、叫卖声、“橘子西施”的娓娓道来声，让赶集的小
镇热闹非凡。

“疫情前，我在家经营了一个大锅灶，收入还不错。 ”“疫
情中稍做休息，这不，疫情过了准备重操旧业，改造升级农家
乐，发展休闲农旅。 ”跑到外边闯世界、长见识的王兰说起话
来一套一套的，“现在我们置身彩虹阶梯、浪漫码头、橘园壁
画，3D 彩绘网红打卡处，跟童话一样。 ”

月池台村致力于建设集休闲、垂钓、采摘、民俗体验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实现项目。 “橘子西施”沉湎于惬意之中，打算
回家二次创业。 “我要弄一个有品位有体验的农舍，采橘子、
吃橘子、做冰心‘橘子灯’，搞沉浸式游乐……”她的这一想
法，和镇委镇政府提出打造“橘茶小镇、生态大道”的发展思
路契合。

近年来，大道河镇紧扣岚皋“一个统揽、四县战略、八项
行动”总体布局，围绕“山上茶园，江边橘园”的发展目标，立
足自然禀赋，创新工作举措，积极融入汉江经济圈，深耕“一
人富不是富”的共同富裕愿景，以“归雁经济”和“头羊经济”
双向加持，带动集体经济蓬勃发展，聚力打造宜居宜旅的乡
村示范样板。

大道河镇党委书记龚永锡坦言：“站在江外看大道，跳出
江心谋发展，才是大展宏图的大道。”森林覆盖率达到 85%以
上，水质、空气、土壤均适于发展绿色食品。魔芋、柑橘、黄姜、
蚕桑、 茶叶产量连年大幅度攀升。 尤其是橘子产业， 建成
2000 多亩橘园，走“龙头企业+农业园区+农民”的路子，通
过土地流转、就近劳务、集体经济入股等方式嵌入产业发展
链条，让超过 50%的农民群众在家门口获得了稳定收益。

清晨薄雾，山岚缭绕，宛如仙境一般。 王兰早早就到了
橘园，一边采摘，一边分拣，时不时还凑在鼻子下闻闻……瞬
间定格，活脱脱不就是北宋诗人苏轼《浣溪沙·咏橘》中“清泉
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的写照。

轻盈步履，笑靥如花，“橘子西施”的喜悦似乎感染了金
黄锃亮的缀枝硕果。 大的装篮，小的丢袋。 “一棵繁密的橘子
树能摘 40 多斤，大的每斤卖 3—5 元，小的送橘子加工厂，橘
子树就是农民的摇钱树。 ”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王兰说的橘子加工厂，是大

道河引进的一家现代农业科技公司生产线。经选果，清洗、去
皮、榨汁后，检测糖度筛选出适合柑橘汁发酵的发酵菌种，经
30 天控温发酵，转入长达一年的低温陈酿，开发出琥珀色的
柑橘果酒。公司流转土地 500 亩作为核心园区，培育“亚皇臻
品”系列柑橘，并通过新技术推广，辐射带动周边村民，栽种
柑橘品种 1000 余亩，拉长了产业链，扩宽了致富路。

“延链、补链、强链”的全产业链茶园，也是大道绿色经济
的一杯好茶。富硒无公害、产供销一体化的岩茶，从石头缝隙
里倔强而生，从舌尖品茗中回味悠长，以茶待客、以客销茶、
以茶兴业、以业臻茶，大道河人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茶旅融
合”康庄大道。

大道河，是汉江生态走廊的一个缩影。 往昔，山川纵横、
滩多水急，一排排竹筏顺江漂流、一个个纤夫攀岩逆行、一声
声怒吼峰峦回荡，广为流传的“汉江水弯又弯，上下都是滩连
滩，有名滩来无名滩，技术不高难过关，洪水滩上号子喊，船
怕号子马怕鞭”的号子，或高亢，或舒缓，或急促，或悠闲，吐
纳着豪迈，镶嵌着巴蜀文化的精髓，无不具有强烈的生活气
息和鲜明的地域特征。 如今，天堑变坦途，沿江两岸道路通
达，连“不识水性”的汽车，也阔气的坐船摆渡了。

绿色打底，红色盎然的大道河，是一条“亮”丽多彩的河。
其“亮”，不仅在“流光溢彩”，还在“三线精神”。在白果坪村小
米溪梁隧道处，正在筹建的“三线建设”红色研学基地，格外
引人瞩目。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
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
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襄渝铁路就是“三线建设”的
主战场之一。 历经半个多世纪岁月留痕的铁道兵纪念墙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展馆里炸
药、雷管、铁锨、马灯、胶鞋、绳索、信函、战士的钢枪等弥足珍
贵的遗物和影像资料，饱经沧桑，闪耀荣光，成了大道河奋发
向前的精神源泉。

大道很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地处岚皋、
紫阳、汉滨三县区交界，汉调二黄、陕南民歌、皮影等曲目源
远流长，特别是顺应岚皋打响“大道锣鼓”文化名片”的脉络，
大行其道，大张旗鼓，把喧天锣鼓敲到 CCTV-17“乐游新乡
村”栏目的荧屏。 大道锣鼓守正创新，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
锣鼓整天，锵镲齐鸣，白鹭伴飞，群峰回旋，“庆丰收”的酣畅
淋漓，道出大道人意气风发迈向明天的美好愿景。

筑巢引得凤凰来。 镇长刘坤介绍，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中，采取“政府引导、支部组织、农户为主”的方式，
开展以院房环境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利用
每户改造的“意愿清单”，工程“进度清单”，人居环境“问题清
单”的“三清单”明确了整治任务，极大提升了村容村貌，改善
了农户居住环境，转变了群众生活习惯，络绎不绝的游客让
这里热闹起来，2023 年初步统计接待外来游客超过了 6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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