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1 日，在安康市汉滨区，李花（中）在她的农家乐院
内，制作准备用于网络销售的蒸碗，并拍摄短视频。 李花和丈
夫从经营农家乐起步，后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等方式，在陕西
省安康市汉滨区帮助农户销售各类农产品，并在当地成立 7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服务农民。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的电商新农人，在市场与行业的
竞争中站稳脚跟，做大做优农产品销售，为农业产业发展和
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在陕西省安康市， 一批从主播开始创业的电商新农人，
逐渐成长为整合整个农业产业链条的“龙头”，助力秦巴山区
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2 月 22 日，张新斌（右）与他带动增收的安康市旬阳市城
关镇殿湾村村民华开玉（左）祖孙俩合影。 张新斌从 2016 年
开始，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等地帮助千余位留守老人发展
产业增收，并将山货的产购销体系逐步发展至外省市，带动
超过 5000 户农户增收。

2 月 20 日，林红梅在位于安康市紫阳县的公司内进行直
播销售。 林红梅从 2015 年开始在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创办
电商公司，从销售环节不断拓展，逐渐参与到加工生产当中，
助力紫阳县及周边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至今已累计销
售 2.17 亿元。

2 月 22 日，张新斌（中）在他带动增收的安康市旬阳市城
关镇殿湾村村民刘仕英（右）家中走访。 张新斌从 2016 年开
始，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等地帮助千余位留守老人发展产
业增收，并将山货的产购销体系逐步发展至外省市，带动超
过 5000 户农户增收。

2 月 22 日，在位于安康市旬阳市城关镇的一处仓储基地
内，张新斌（中）和同事包装农产品礼盒，准备发货。 张新斌从
2016 年开始，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等地帮助千余位留守老
人发展产业增收， 并将山货的产购销体系逐步发展至外省
市，带动超过 5000 户农户增收。

2 月 20 日，林红梅（右）与安康市紫阳县一家茶企负责人
沟通产品销售情况。 林红梅从 2015 年开始在陕西省安康市
紫阳县创办电商公司，从销售环节不断拓展，逐渐参与到加
工生产当中， 助力紫阳县及周边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
至今已累计销售 2.17 亿元。

2 月 21 日， 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一家农业专业合作
社，李花（右二）与社员一起搬运准备配送给农户的化肥。 李
花和丈夫从经营农家乐起步， 后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等方式，
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帮助农户销售各类农产品，并在当地
成立 7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服务农民。

2 月 20 日，林红梅（右）在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一处茶山
上拍摄记录茶园春管情况。 林红梅从 2015 年开始在陕西省
安康市紫阳县创办电商公司，从销售环节不断拓展，逐渐参
与到加工生产当中，助力紫阳县及周边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
发展，至今已累计销售 2.17 亿元。

2 月 21 日，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李家坝社区居民熊万财
（右）和李花（中）夫妇一起查看油菜长势。 李花和丈夫从经营
农家乐起步，后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等方式，在陕西省安康市
汉滨区帮助农户销售各类农产品，并在当地成立 7 家农业专
业合作社服务农民。

（来源：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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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喜欢平利的夜/喜欢小城的烟火与岁月悠悠/你
说你喜欢坝河的水/喜欢她缓缓流动的乡愁/乡愁平利 平利
乡愁/记得在人生转角 有那一座五峰楼/乡愁平利 平利乡
愁/我知道有一天 梦里还会拥抱你的温柔……”最近，一首
《乡愁平利》的歌曲 MV 火爆平利人的朋友圈。

“打动你的诗意，不一定在远方；治愈你的风景，也许就
在眼前。”山水焕新彩，振兴奔大业。近年来，平利全力建设国
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加速绿色升级，促进富民强县，推进城乡
融合，让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宜居宜业引力更大，全力打造
眼中胜景和心灵家园。

满眼青绿皆入画

“回到平利，感觉空气都是甜的，呼吸很顺畅。 ”常年在外
务工的陈运员说道。

平利以最大责任、尽最大努力保护，坚决守好“一方净
土”，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六进”活动，让
环保理念走进寻常百姓家，凝聚绿色发展共识。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
度、拓展广度，平利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抓好扬尘管控、烟花爆竹禁放、秸
秆禁烧，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精准化治
理。

“如今， 我家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进入镇上的污水处理
站，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了。 ”近日，平利县老县镇太山庙村
二组村民陈敬勇说。

陈敬勇家的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得到解决，得益于平利坚
持把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惠民利民的重要举措抓紧
抓实。 该县坚持“梯次推进、因地制宜、利用为先、效果长远”
的基本思路，以“污水减量化、循环再利用”为导向，全力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2023 年，平利成功入选全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首批试点县。

平利编制了 《平利县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专项规划
（2023—2025）》， 并将此规划与乡村振兴规划、 国土空间规
划、乡村发展规划等协同推进，同时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
相结合，优先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环境问
题。

随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平利县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境内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地表水
优良率达 100%。

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平利县成为国家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县、全国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达标县。

山水相伴，绿色为魂。绿色，既是底色，更是底气。平利秉
承着合理利用生态的原则，将森林草木、星空日落、湖泊溪流
等元素与旅游的人本化相融合，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对绿色空间进行扩容，实现乐业富民、生态利
民。 平利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抓手，编制《平利县全域旅
游规划（2017—2035 年）》《平利县“十四五”旅游业发展专项
规划（2021-2025 年）》，出台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扶
办法，坚持城乡规划一张图、基础设施一张网、产业建设一盘
棋，实现景区景点提档升级，服务水平提质增效，基础配套提

级扩能。
以精美县城为核心、特色集镇为支撑、魅力乡村为节点，

平利接续推进县城更新，推进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文城融
合，增强承载能力和聚合效应，着力推进田园综合体、景区景
点、乡村民宿协调发展，逐步实现由点上出彩到连线成景、由
面上开花到全域振兴，初步形成了“一城三线八景”美丽乡村
旅游格局。 累计创建 AAAA 级景区 2 个、AAA 级景区 5 个。

2023 年，平利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样板县、全省县城
建设示范县，荣获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县、森林旅游示范县，石
牛水街荣获省级水利风景区，太山庙村、梁桥村、塘坊村获评
全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特色美食成大器

“四方食事，不过人间一碗烟火。 ”与平利相约，许你情深
味浓。 爽口、暖胃、饱腹的同时，满满是对物华本真、乡土情结
的坚守和眷恋。

在老县镇太山庙村龙泉山庄，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
的味道唤醒脑海深处的记忆，填满人生五味。 吴丰平凭借着
热情周到的服务和诚信本分的经营之道，让来到龙泉山庄的

“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尝鲜者”也成为“宣传者”。
“游客来到我们山庄，不仅吃住行方便，还有不少农旅项

目可以体验。”吴丰平指着建成不久的豆腐作坊说道。汲取井
泉水，觅得本地豆，游客们可以在豆腐作坊中从手磨豆子开
始，再经过煮浆、点卤等程序，直到自己亲手制成的豆腐端上
餐桌，变成可口的佳肴。

颗粒饱满的黄豆，在时光里沉淀成乡情乡味。 老县镇的
豆腐在当地小有名气， 吴丰平将手工豆腐作为农家体验项
目，不仅丰富了游客旅游体验，还让老县豆腐的名气进一步
提升。 “不仅可以做豆腐，还能做豆浆、豆干、豆皮，我们准备
开发全新的豆腐宴，打造成特色和品牌。 ”吴丰平说道。

“我大伯他们就是干厨子这行的， 以前就经常给当地乡
亲的红白喜事做宴席，味道有口皆碑，我传承了长辈们做蒸
碗的配方，再结合现在的饮食方式进行创新，顾客们一尝就
知道。 ”邹晓回到老家老县镇杨柳沟，利用自家闲置庭院，建
设高标准制作工坊，从传承、保护和发展的思路为起点，收集
整理传统宴席肉食蒸碗和老县桂花米酒封坛文化，研制了以
“玉米面蒸肉”“酸汤肘子”为首的 20 道招牌菜品，“车厢峡蒸
膳坊”应运而生。

为了打开销路，邹晓自学了视频拍摄剪辑技巧，创立了
“车厢峡”短视频自媒体账号，从取材、制作等各方面展示菜

品，收获近 6000 粉丝，一批又一批观看者被视频吸引，继而
团购“车厢峡蒸碗”。

邹晓意识到，面对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人们很难慢下来
去制作美食、享受美食，方便快捷的食用方式和色香味美的
菜品才能受到顾客们经久不衰的青睐。结合以前在食品加工
企业的经验，“车厢峡蒸碗” 很好地平衡了这两方面的需求，
在保留食物原本风味的同时，经过蒸、煮、微波加热这些简单
烹饪方式，就可以快速享用到美味，再加上便利、卫生的包
装，让其成为“傻瓜”操作的美味和能带得走的“乡味”。

经过坚持和努力，“车厢峡蒸碗”迅速崛起，成为当地极
具地方民俗特色的饮食文化产业，销售也愈加红火，2023 年
销售额达 40 余万元。 “车厢峡蒸膳坊”申报的“平利蒸碗子制
作技艺”正式列入平利县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邹晓也多次应邀参加省市非遗美食推介活动。

多元产业绽繁花

“留住乡愁，首先得守住乡土。 ”带着泥土芬芳的好日子，
是一方好山水的给养，是对勤劳之道的馈赠。

“这次我们准备了自家制作的酒、麻糖、豆腐干，还有农
场养殖的土猪肉烘干成的腊肉，真是大卖特卖呢！ ”腊月底，
广佛镇东山寨村天顺农场的负责人谌杰带着他的妻子秦晓
红，载着满满的土特产驱车来到平利县女娲文化广场赶集卖
年货。

冬季本是农闲时节， 而洛河镇硒物源食用菌种植基地
内，返乡创业的张飞正与工人穿梭于大棚间，采摘、装筐、运
输一气呵成，呈现出一派喜忙丰收的景象。

走进菌菇大棚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菌
棒，一朵朵平菇簇拥而生，长势喜人，争先恐后地探出小“脑
袋”，还伴随着一股清新温润的气息。 和棚外寒冷干燥的天气
不同，棚内的湿度宜人，良好的生长环境使菌菇长势格外旺
盛。 经过修剪、分拣、打包后，鲜嫩肥美的平菇便会被装车运
往安康各大市场。

“这是我第一次种平菇，下定决心后，我流转了 6 户 10
余亩土地，建了 19 个大棚，投放菌袋 10 万袋。 每天固定用工
7 个人左右，每逢转茬、采摘高峰期等特殊时节，能增加到十
几人，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采摘 9 万多斤平菇，效益十分可
观。 ”张飞介绍道。

春节期间，位于长安镇的平利县神草园茶业有限公司年
产 500 吨绞股蓝功能食品生产线扩建等项目建设现场仍是
一派繁忙，业主殷刚信心满满。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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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利绞股蓝产品以绿色天然和富含微量元素走俏市场。
2023 年，农业品牌研究院公布 2022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中
药材）品牌声誉前 100 位榜单，平利绞股蓝以 86.26 的品牌声
誉值位列全国第 8 位。

2023 年，平利荣获全国重点产茶县域、全国休闲农业重
点县、全省首批“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县、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典型县、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故 园 风 景 慰 乡 愁
通讯员 陈力 方青蕊

电商新农人 在秦巴山区绽放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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