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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冰雪旅游持续升温，滑雪
过年成为春节假期最时尚的方式之一，越
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选择到岚皋巴山湫池
滑雪过大年，感受冰雪旅游的独特魅力。

春节期间，巴山湫池游人如织、人气
火爆。 欢乐滑雪圈、雪地坦克、雪地滑板、
冰上碰碰车、围炉煮茶等娱乐项目趣味十
足，让游客们畅享冰雪乐趣，新修的时光
隧道更是成为年轻人的必去“打卡点”，众

多身着汉服的女士在此拍照打卡、刷爆朋
友圈。

“今年修建的时光隧道里面有灯光
秀、灯笼网红打卡、全息投影、儿童娱乐项
目、特色小吃街，现在十分火热。来巴山湫
池不仅仅是滑雪， 今年春节游客是最多
的，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重庆、江苏等外省
游客居多。 ”岚皋县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
贾永勇介绍。据了解，春节期间，巴山湫池

共售出门票 1 万余张。
“岚皋山美水美，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是春节旅游的不二选择。 ”重庆游客刘先
生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这个春节，他们一
家三口选择在岚皋过年，白天到蜡烛山领
略“一览众山小”，晚上回县城看“千古文
化留遗韵”的民俗展演，非常惬意。

龙年爬“龙”山，不仅周边游客爬，当
地村民也来爬。春节假期，佐龙镇蜡烛山、

民主镇全胜寨、南宫山镇南宫山等自然景
观也迎来旅游“小高峰”。 蜡烛山，两峰对
峙，壁立千纫，伫立峰顶，登高望远，看尽
一山一景观，观遍一城一春色，成为自然
景区中的 “头牌”， 引得游客纷纷前来登
高，体验壮丽的自然风光，令人充满热情
和向往。

去年年底以来，岚皋县紧紧围绕县域
经济发展定位，精心策划推出了“乐游岚
皋·欢度春节” 系列文化活动， 共涉及文
化、旅游、体育、民俗等 16 大类 120 余项，
赏民俗、游景区、观非遗、看展览、猜灯谜、
品美食、购特产……处处是多彩的年景和
浓郁的年味，文旅市场游客满员。

春节期间，岚皋县结合实际提前谋划
部署，成立工作专班 ，细化 “吃住行游购
娱”各个环节，全方位保障假期旅游市场
稳定有序。

为解决“停车难”问题，岚皋县开放城
区部分路段、景区周边路段允许临时停放
小型汽车，并增派民警在重要节点疏导车
辆和人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消防部门
提前安排部署，深入景区、酒店、夜市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全面隐患排查；城管和环
卫科学调配人员车辆，适当增加巡回保洁
作业频次， 高标准高质量实施清扫保洁，
确保市容市貌干净整洁；市场监管系统按
照“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的总体要求，
开展 2024 年春节食品安全大检查， 切实
规范春节期间食品经营秩序。

春节期间，岚皋各项文体旅游活动精
彩纷呈，文旅服务用心用情，文化旅游市
场持续火爆，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群众参
与其中，促消费、扩内需，文旅市场供销两
旺，切实助推了全县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
质量发展，实现了文旅产业“开门红”。 据
统计，春节期间，岚皋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47.07% ，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47.58%。

岚皋文化活动促进旅游业增收
通讯员 张毕顺 邵欢 陈阳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兵 毛宁）2023 年
以来，宁陕县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工作重心，严
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聚焦“守底线、抓
发展、促振兴”主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该县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
任巩固衔接领导小组第一组长和责任组
长，遍访全县脱贫村、重点帮扶村，三级书
记纵向主抓，11 个工作专班和 33 个重点
行业部门横向包联。 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方
案》， 全面开展督帮工作。 轮换第一书记
57 名、驻村工作队员 92 名，及时组织开
展乡村振兴全员培训。表彰巩固衔接先进
集体 15 个、先进个人 14 名，不定期开展

督导暗访，严明驻村纪律。
落细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和部

门筛查预警机制，发布风险线索预警信息
5372 条。 创新实施风险消除户“八访八看
八跟踪”回访工作法，做到风险隐患及时
监测、全程跟踪、精准消除。 已消除风险
538 户 1652 人 ，发放政策 “明白纸 ”等 2
万余份。 争取专项帮扶资金，建立防贫保
险基金池，为因病、因学等重点户兑现防
贫保险资金 176.3 万元。 农户供水“四项
指标”全面达标。

坚持生态旅游引领，出台支持生态旅
游、民宿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望
梅山居等 8 个精品民宿投入运营，签约引
进飞茑集、大乐之野、隐居乡里等全国民
宿头部企业 11 家。全力推动食用菌、中药

材、鲜食玉米等 6 个产业链，发展核桃、板
栗、 魔芋等经济作物及特色养殖中蜂、林
麝等，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 家，推荐市级航母农业园区 2 家，市级
现代农业园区 3 家，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 9 个。

逐一对接 11 家省级帮扶单位， 做到
“宁陕所需”与“帮扶所能”高度契合。实施
苏陕协作项目 8 个，援建帮扶产业车间 3
个，建立金坛爱心教育基金和公益助学服
务中心，“宁陕山珍”全国首家专卖店在江
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揭牌运营。 65 家“万企
兴万村 ” 企业帮扶 70 个村 ， 带动就业
3500 余人。 对接北京林业大学，成立“商
务部发展中国家林业经济与政策硕士项
目教学实践基地”“宁陕县与北林经济管

理学院乡村振兴发展研究院”， 会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 10 个专家工作
站。

开展财政涉农整合（衔接）资金项目
季度督查， 加快推进 81 个 17625.2 万元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建成运行村
级电商服务站点 40 家， 邮政快递物流覆
盖所有村（社区）。扎实开展农村“三拆、三
清、三提升”人居环境整治，保障 2240 万
元衔接资金用于支持人居环境整治建设
项目 20 个， 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0 个，市级以上生态村 31 个。 编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镇和重点帮扶村 “一镇一
策”“一村一方案”， 加强集体资产移交管
护和村集体资金监督管理，40 个村被命
名为省市标准化建设示范村。

宁陕巩固衔接成效显著

近年来， 白河县聚焦促进交
旅融合发展， 大力实施旅游风景
道项目建设， 一条条旅游路的打
造，串起了白河的美丽风光，吸引
了八方来客， 不仅推动了产业振
兴，还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位于仓上镇的天宝梯彩农园
景区，是集观光旅游、农耕体验、
特色农场、 养老宜居为一体的综
合性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行走
在农园里，以红、黄、蓝三种颜色
喷涂的柏油路交通标线从园区延
伸而下， 远远望去就像一道彩虹
镶嵌在山水间， 成了靓丽的风景
线。

“为了更加完善园区道路通
行条件， 又在山脚下铺设了一条
更加宽阔的柏油路， 这条路是通
往天宝梯彩农园的必经之路，而
原有旧路平纵线形差、 技术标准
低， 尤其是过村镇路段通行能力
不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新路
线全长 8.42 公里 ， 目前已完成
1.1 公里的路基工程。 ”仓上至天
宝梯彩农园三级公路工程管理人
员吴锋介绍道。

据了解，仓上镇积极探索“农

村公路+”模式 ，通过整合资源 ，
对原有道路进行改善， 方便了群
众出行， 旅游路逐渐成了畅通各
村的“民心路”，乡村振兴的“致富
路”。

而在 3A 级景区庙山寨 ，一
条隧道的贯通也同样打开了该景
区的“流量密码”。

“隧道未建成前，对景区来说
没法实现人车分流， 车辆通过景
区时， 对游客的安全有很大的影
响，隧道建成后，不仅对游客的安
全有保障，也方便了管理，来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庙山寨景区总经
理李跃睿说。

一条条旅游路， 更是一条条
振兴路。 白河县已探明人文景观
和自然景观 100 余处， 培育了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1 个、3A 级旅
游景区 2 个， 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1 处、省级特色旅游名镇 2 个、示
范村 2 个， 开发文旅融合主题旅
游线路 3 条， 打造了巴山云智能
民宿、云鼎田园等一批精品民宿，
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文旅融
合让游客的“路途”真正变为“旅
途”，实现了从融合走向“融活”。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瑞书）为
做好春茶生产，实现茶农增收，茶
业增效，2 月 27 日， 紫阳县焕古
镇组织镇茶叶办、 从事茶叶生产
的技术人员及茶叶种植大户在焕
古村茶园召开了春季茶园管理现
场培训会。

“茶园是茶叶生产的第一车
间，管护好茶园才能出好茶。春茶
在一年中质量最好、收益最高，所
以春季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培训
中， 农技人员带大家实地观察了
低温受冻茶树， 讲解了茶园冻害
预防、 茶园春季肥水管理及茶树
病虫防治技术。 现场还通过查看
苗情、墒情，分区域、分时段、分苗
情、 分墒情提出有针对性地管理

措施，以清沟、追肥为重点，精心
组织和指导茶农做好茶园管理。

“在今天这个茶园管理培训
会上， 我们学到了很多茶园管护
的方法和技巧，接下来，我们会按
照技术要求做好茶园管理， 确保
春茶品质。”参加现场会的茶叶种
植大户们对今年的春茶生产信心
满满。

近年来， 紫阳县焕古镇把茶
产业作为经济增长、企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主要产业， 通过扶持企
业、培育基地等，不断做大做强茶
产业。 同时，引导茶农、茶企对茶
园进行无公害管护， 从源头上推
动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焕古镇：茶园管护培训忙

本报讯（通讯员 江德益 杨莹）去年以来，恒口示
范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选优配强“四支队伍”，坚持
做到“三选、三学、三考”，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

坚持“三选”配强“四支队伍”。 按照“四支队伍”选
派要求，坚持从符合条件的干部中选、从具有农村经
验的干部中选、从优秀年轻干部中选的“三选”原则，
为 96 个村（社区）选派工作队 96 个，选派第一书记 51
名，选派驻村工作队员 127 名，实现五类帮扶村驻村
帮扶全覆盖。 先后开展了四次村党组织班子的届中研
判， 对民七村等 3 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届中调整，
为和平社区选派了党建指导组，为 37 个村（社区）党
支部选派了由公安干警担任的党组织副书记，不断优
化村（社区）“两委”班子结构。 对 96 个村（社区）的片
区划分进行优化调整， 进一步压实区级领导联片、科
级干部包村和干部驻村工作责任，持续强化党组织保
障乡村振兴力度。

开展“三学”提升素质。 围绕“集中培训学、现场观摩
学、互相交流学”三学目标，通过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集中培训学习班、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员专题培训
班、第一书记组团交流学习等活动，不断提升“四支队
伍”抓乡村振兴的履职能力。 编印了《政策汇编》《应知应
会明白卡》《口袋书》等资料，帮助新一轮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员吃透政策、找准抓手，推动新一轮驻村工作
队接力奋斗，接续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强化“三考”落实责任。 对“四支队伍”管理坚持
“月考、季考、年考”三考相结合，实行 “月提醒 、季督
查、年终评比”和“清单交办”工作机制，推动全区乡村
振兴工作实现了五个提升。 一是村（社区）党组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实现了提升。 全区 11 个村（社区）党组
织成功创建为省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村，1 个社
区被命名为市级五星级党组织。 二是“三业”发展提
升。建成 50 个农业产业园区，31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64 个家庭农场，成立了 3 个农文体融合发展片区党组
织。 三是乡风文明建设提升。 共开展文化活动 55 场
次，道德评议 22 场，规范红白喜事 100 多场次。 四是
集体经济发展提升。 该区集体经济收益 50 万元以上
村达到 7 个 ，10 万元以上村 57 个 ，5 万元以上村 26
个 ， 近期又向 15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入发展资金
1050 万元。 五是人居环境提升。 完成安全住房巩固提
升改造 1194 户，实施连户路 55 公里，院坝硬化 1 万
余平方米，改造圈舍 300 余户，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河：交旅融合促发展
通讯员 孟江

灯灯谜谜竞竞猜猜如如痴痴如如醉醉

近年来，汉滨区在推进产业富民过程
中，立足区位优势和农业产业特色，引导
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了一批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
场主，让农村有看头、农业有奔头、农民有
劲头，为乡村发展蓄势赋能。

瞄准市场需求 好蜂蜜卖出
好价钱

走进汉滨区瀛湖镇山野中蜂养殖家
庭农场加工车间，一瓶瓶蜂蜜整齐划一地
从生产线上传送下来， 蜂蜜色泽金黄，十
分黏稠，令人垂涎欲滴。 随着检验、扫码、
贴标、装瓶、胶封等生产步骤的完成，一件
件包装精美的蜂蜜产品等待封盒、装箱。

“在技术方面，有养蜂专家指导，在销售
方面，还有蜜蜂养殖协会帮助，我们蜂农的收
入越来越高，日子也越过越甜蜜！ ”汉滨区瀛
湖镇山野中蜂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郭磊说。

瀛湖镇生态环境优美，蜜源丰富。 看
准这一独特优势， 该镇围绕乡村振兴、产
业富民，重点做好蜂蜜产业的发展。 通过
家庭农场开展订单销售、技术共享，促进
蜂蜜产业换挡升级，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该镇养殖中蜂 200 余箱，年产蜂蜜
1 吨左右，年销售额达 60 余万元。

生态茶园飘香远 绿色发展
向未来

早春的东旭茶园种植基地绵延翠绿，
一垄垄茶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静
谧优美。 正值茶园春季管护期，一排排茶
树郁郁葱葱，尽收眼底。 茶园管护工人龚
师傅正忙着和工友们清理茶园里因大风
降温天气所导致的枯叶碎石。

“我们现有加工厂 600 平方米， 主要
生产红茶和绿茶， 近年来累计带动农户
65 户，户均增收 1 万元。 ”单林江所处的

茶园几年前是荒地，由于大竹园镇山大沟
深，镇内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造成土地
撂荒。蒿坪河两岸土壤肥沃，土质富硒，具
有优质茶叶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单
林江瞅准茶叶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放弃
手头的生意， 毅然拿出多年积攒的积蓄，
流转土地 200 亩， 于 2014 年成立汉滨区
大竹园镇林江茶园种植家庭农场。

“我们打算继续将茶叶产业做大做
强，把茶园变成公园，把茶山变成金山，引
领周边的农户发展茶叶产业，振兴乡村共
同致富。 ”单林江说。

家庭农场养斗鸡 敲开致富
新大门

走进石梯镇善科家庭农场，鸡舍依次
排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宽敞
整洁的鸡舍里， 一只只斗鸡正闲庭信步，
“咯咯” 声不绝于耳……养鸡人陈善科在

一旁配料、拌料、添料加食 ，忙得不亦乐
乎。 凭着一股“牛劲”，汉滨区石梯镇善科
农场走出了一条养鸡致富路。

2014 年， 回乡创业的陈善科成立善
科农场开始养殖斗鸡，随着养殖规模的不
断扩大，他开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不仅
养殖了斗鸡、鸵鸟、孔雀、绿壳蛋鸡，还种
植了蜂糖李、无花果 、花椒 、黄桃等农作
物。 2023 年营业额达到 70 多万元，纯利
润 8 万元左右。 2024 年又计划做生态荷
塘、清水鱼养殖示范基地，目前已经建设
10 亩。 慢慢地，陈善科的特色养殖之路越
走越宽，收入也节节攀升。

近年来，汉滨区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 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大力支持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适度发
展，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目前，该区
累计培育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1642 家，
培育各类家庭农场 608 家。 2023 年被省
农业农村厅命名为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区。

家庭小农场 致富新工坊
通讯员 赵培培 刘亚楠

外外地地游游客客畅畅享享冰冰雪雪乐乐趣趣

恒
口
锻
造
﹃
四
支
队
伍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