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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美景如画。 青石板铺就的村道平
整明亮，白墙黛瓦的民居俨然矗立，农家庭院干
净整洁，生机盎然。 这是汉滨区开展传统村落保
护与利用工作以来，双龙镇新华社区（原天宝村）
发生的美丽蝶变。

今年以来，该区住建局全力开展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工作，遵循“科学规划、整体保护、传
承发展、注重民生、稳步推进、重在管理”的方针，
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取得的
重要成效。

该区统筹推进示范区建设。 成立了以区长为
组长、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区级相关部门及镇
办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印发了《汉滨
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实施方案 》
《汉滨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汉滨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汉滨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工作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性文
件，建立了双周调度机制，专题研究解决工作推
动过程中的难点和问题，同时将集中连片示范工
作纳入市级、区级重点项目，并对相关部门和镇
办进行年度考核。 下发《加快推进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通知》和《汉滨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任务一览表》，进
一步明确了示范工作各成员单位职责责任，指明
了时间表、路线图，并采用周调度、月通报制度，
将成效计入年终考核制度，累计召开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专题会、 研讨会 30 余次， 下发督办单 25
份，有力推动示范项目建设。

该区通过实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项目，完成对双龙镇、谭坝镇、洪山镇、早阳
镇 、叶坪镇 、紫荆镇 、中原镇传统村落中传统建

筑修复 、基础设施完善 、人居环境提升 、充分挖
掘和保护传统文化、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提升示范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参与感。
初步形成 “三心三区 ”，示范引领全区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以双龙镇新华社区(原天宝村)国家级
传统村落为核心，以茶旅产业为纽带，串联带动
洪山镇、瀛湖镇、流水镇形成茶旅融合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发展片区；以叶坪镇桥亭村(原双桥村)
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核心，以红色文化为底蕴，串
联带动中原镇 、紫荆镇 、大河镇 ，形成红色文旅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发展片区； 以早阳镇高山村
和大沟河村(原王庄村)、谭坝镇马河村和前河村
传统村落为核心， 以汉水文化和生态田园为依
托， 可带动石梯镇形成生态秦巴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发展片区。

本报讯（通讯员 余迟 刘成艳）为推动
汉滨区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
效提升文旅产业对乡村振兴的助力， 强化
西安市雁塔区对汉滨区对口帮扶的协作成
效。 近日，雁塔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调研组
一行赴汉滨区开展文化旅游产业对口帮扶
专项考察调研和交流， 充分发挥文旅产业
对汉滨区经济的带动作用。

雁塔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调研组一行
在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相关人员的陪
同下，先后参观了汉滨区文化馆、汉滨区少
儿图书馆场馆， 实地了解场馆建设情况和
公共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人才队伍配备情
况，对文、图两馆在公共文化服务、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好经验、 好做法
交换了意见。

随后深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汉滨区县
河镇牛岭社区， 参观了红色旅游景点牛蹄

岭战斗遗址公园， 文旅研学基地建民街道
办天瑞塬忠诚农业园区，又分别到流水镇、
大竹园镇、瀛湖镇，对当地的乡村旅游产业
进行考察调研， 晚上在汉江大剧院共同观
看了 《雁塔———汉滨携手共谱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专场文艺演出活动。

通过三天的考察调研和交流， 雁塔区
文旅体育局副局长陈琳表示， 汉滨区文化
底蕴深厚，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在非遗项目
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旅游等方面工作
亮点突出，值得雁塔区学习借鉴。 雁塔区在
文化旅游市场营销拓展和专业人才方面有
着一定优势，将结合汉滨区存在的困难，一
如既往地围绕“汉滨所需、雁塔所能”的帮
扶工作主旨，用好帮扶政策，强化对汉滨区
文旅资源开发、 专业人才队伍培训提升等
方面的工作， 帮助推动汉滨文化和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汉滨乡村振兴。

家住平利县兴隆镇熊儿沟村的李金柱，今年通过平利绞股蓝兴
强非遗工坊培训和利益联结，承包 200 亩土地种植绞股蓝，并发动
村民入股注册了平利县熊儿沟绞股蓝专业合作社，带动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同时又带徒传艺把绞股蓝茶制作技艺传给年轻一代，已成
为新时代的绞股蓝致富带头人。 而放眼全县，李金柱只是平利绞股
蓝兴强非遗工坊带动群众致富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公众参与非遗传承，让非遗转化为富民产业，平利县兴
强富硒茶业有限公司建立“绞股蓝兴强非遗工坊”，组织开展绞股蓝
非遗工坊职业技能特色培训，探索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新模式，采取
实操演练、情景教学等多种方式，整合就业创业政策解读、职业介
绍、岗位推荐、创业担保贷款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形成“绞股蓝产
业+职业培训+就业创业+非遗传承”联动循环，深入挖掘了绞股蓝
技艺制作生产工艺。

依托绞股蓝非遗工坊，不仅巩固了脱贫成果，还助力了乡村振
兴。 平利绞股蓝兴强非遗工坊与脱贫户建立订单收购关系，将收购
的绞股蓝原料加工后，通过网络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再根据市场销
售情况，指导农户种植纹股蓝。 从 2020 年至今，工坊已累计与 1100
户农户签订了 500 万元的收购协议，覆盖 4 镇 11 个村，其中脱贫户
257 户 722 人，可保障脱贫户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 伊洋）12 月 18 日，“瀛湖
生态旅游区流水进出港趸船投用仪式”在
汉滨区流水镇码头举行， 瀛湖生态旅游区
党工委、市交通局、流水镇党委、政府负责
人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部分群众参加了投
用仪式。

流水镇曾是汉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码
头，也是陕南生态旅游重镇，年客运量平均
为 45 万人。流水码头日常停靠客运渡船 70
余艘、高速艇 20 余艘、货船 30 余艘，每天
约有 3000 余名沿江群众从流水 1 号码头
乘船出行。 每到节假日，众多游客到流水镇
从流水码头乘船游江观景。 过去由于没有
趸船， 船舶停靠与群众上下船一直面临着
一定的安全隐患。

瀛湖生态旅游区党工委在调研过程中
倾听到群众呼声， 聚焦群众水上出行安全
隐患问题。 瀛湖管委会积极筹措资金 261

万元，购买新型钢质趸船、进出港趸船各 1
艘，于 12 月 18 日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船泊停靠的 “浮码头 ”，趸船具有
“水上客运站”功能。 可提供客货运船舶靠
泊、旅客和船员休息、日常办公、值班值守
等功能，可同时容纳 8 艘客货船的停泊。 该
趸船的建成和投入使用， 不仅满足了周边
群众和往来游客上下船舶的便利需求和船
舶的安全停靠， 也有效改善了客运码头的
运行和旅客候船环境， 提升了流水镇基础
设施品质。

仪式结束后， 瀛湖生态旅游区机关党
委还与流水镇党委一起开展了“共驻共建”
活动，实地参观了流水镇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等内容，现场围绕“党建+旅游”，就景区、
社区做美、产业做强、群众致富，发挥支部
和党员“两个作用”开展深入交流。

传统村落焕生机
记者 胡智贤 通讯员 鲁创 陈佩

共谱文旅协奏曲

流水码头有了“水上客运站”

绞
股
蓝
非
遗

工
坊
富
乡
亲

通
讯
员
王
家
磊

瀛 湖 冬 韵
江白鹭 图/文

如果说春日的瀛湖是烟波浩渺的诗意画卷，夏
日是碧波荡漾下的火热浪漫，秋日是爽风拂面的斑
斓世界，那么 ，冬日瀛湖亦有万种风情的韵致，跟
随镜头，撩开其神秘的面纱，感受斯样瀛湖的变幻
之美！

晨时，烟波浩渺、一望无垠；午时，晴空暖阳、水
天一色；昏时，霞染云醺、渔舟唱晚。 素有西北第一
湖的安康瀛湖，冬日之美令人咋舌！ 一趋一回首，就
是一个饱饮秋霜而冬藏难舍的山色场景；一步一层
楼，就是一个蕴涵潋滟而自然旖旎的湖光世界。

听，这浪涛的吟唱；看，这游船的穿梭；品，这冬
色的渐浓。 此刻，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静静地沉醉
在安康瀛湖的寒冬里。

诚然，无论横瞅竖瞧，瀛湖咋看皆美！

仲冬时节，走进汉滨区瀛湖镇桥兴村，
只见层林尽染，水天一色。 放眼望去，山上
的枇杷花开满枝头，连片的茶园郁郁葱葱；
山下的民宿小院别具一格， 浪漫的粉黛花
海随风摇曳， 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在
这里徐徐铺展开来。

桥兴村位于西北最大人工淡水湖———
瀛湖的核心区，左邻金螺岛，右邻翠屏岛，
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全村辖 15 个村
民小组 ，共有 371 户 1340 人 ，这里的村民
过去曾靠捕鱼为生。 近年来，桥兴村依托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资源优势， 围绕
“旅游+乡村振兴”谋思路，充分利用瀛湖景
区的带动作用， 以唐家链子渔文化村发展
为依托， 挖掘特色资源， 积极开发农耕文
化、渔家风情民俗、生态农业采摘等乡村旅
游体验项目，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在桥兴村三组， 映入眼帘的是满山遍
野的枇杷树， 微风拂过， 阵阵花香扑面而
来。 眼下正是冬季管护的关键时期，安康杨
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兵带领几
个村民正在地里松土施肥。 “我们杨窝农业
公司流转土地 300 余亩， 建成连片枇杷园
310 亩，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订单收购
带动脱贫户 30 户 114 人，实现每户平均年
增长 3000 元的目标。 ”杨志兵说。

在桥兴村十二组， 有着当地最大的茶
园。 46 岁的李照兵是这片茶园的“领头羊”，
2015 年 6 月， 他牵头组建了五峰绿色茶叶
农民专业合作社， 如今社员已发展到 100 多名，
其中多半是村上的脱贫户。 合作社不仅为社员提
供技术指导，回收鲜叶，还提供务工岗位。 “我们
茶园最近的工作就是施肥、冬季管护、茶苗补载
还有老茶园改造等。 ”李照兵将茶园的情况一一
道来。

在桥兴村六组的唐家链子， 乡村振兴馆、南

果北移馆、 鱼菜共生馆等四个农业大棚依次排
开，各有特色，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参观。 山上因
地制宜发展茶叶、枇杷等产业，山下的滨湖区发
展旅游，一条旅游示范路贯穿其中，把前山后沟
打通，让旅游效益充分释放。 从渔业立村到旅游
兴村，瀛湖镇桥兴村实现华丽转身，成功走出了
一条转型发展之路。

“桥兴村以高山茶、中山果、环湖民宿农家乐
为定位， 坚持发展思路不动摇。 已经发展了近
2000 亩的茶园，800 余亩枇杷，全村 13 家农家乐、
两家民宿正在运营。 下一步，桥兴村将以旅游为
抓手，拉动全村的产业发展，把桥兴村建成宜游
宜业更宜居的和美乡村。 ”桥兴村党支部书记唐
汉邦说。

生态“旅游饭” 香溢桥兴村
通讯员 吴亚君 刘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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