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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信兵：

烤得滋滋作响的羊肉串、 酸辣爽口的各种凉菜、
滑嫩筋道的牛肉片、香味扑鼻的大龙虾、麻辣鲜香的
火锅，再欣赏着酷炫夺目的舞蹈，和三五好友齐聚一
桌，开始举杯畅饮……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安康
城区汉江北岸的西城坊，灯光璀璨、人头攒动、烟火升
腾，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西城坊如此热闹繁华的背后，离不开市委、市政
府和汉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决策、大力支持，还离不
开一位默默付出的“操盘手”，他就是西城坊运营经理
钱信兵。

“2020 年，西城坊建成后，如何打造自己的特色？
如何招商引资？ 如何留住客商？ 如何吸引消费者？ 如
何让这个地方‘火起来 ＇？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 ”钱信
兵说。

经过深入调研思考，钱信兵结合西城坊位于安康
中心城区汉江北岸，是古时汉中郡的郡治所在地遗址
这一历史背景，全力塑造安康“历史文化坐标”，通过
展示禹舜治水，陶渔、秦昭襄王巡汉、汉中郡治、西城
洞天等，梳理安康文化脉络，形成历史文化坐标，打造
安康“民俗风情走廊”。 用独特的民俗文化风情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演化其经营业态，使厚重的人文历史与自
然景观、地域民俗风情高度融合，建成一江两岸最具
吸引力的文商旅核心， 最终成就安康 “文旅融合高
地”。

“有了目标方向，就有了努力奋斗的动力。 ”钱信
兵和他的团队马不停蹄地外出招商，足迹遍及省内各
地市及安康九县一区，通过网上发布招商信息、客户
及朋友介绍、一线扫街这 3 个方式进行招商，共招商
引进新商户 46 家，储备商户 22 家，成效明显，为西城
坊开业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对商户服务的好坏代表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修
养、整体形象和综合素质。 ”钱信兵介绍说，他们团队
人员积极响应“我为商户办实事 ”号召 ，想商户之所
想、急商户之所急、帮商户解决实际问题。 在日常经营

中对于商户出现的各种困境难题、 针对不同的问题，
按照“一店一策”落实解决。

“90 后”夫妻李先生、张女士在夜市经营烧烤和烤
鱼，主打烤鱼、烧烤凉菜。 有客人到来时，李先生忙不
迭地给炉架上的烤鱼刷油、撒料，张女士则熟练地装
盒、打包，夫妻俩很有默契，门店前渐渐排起了长队。
李先生说：“以前在工厂打工，收入不高。 现在国家政
策好，自己回来在西城坊创业，最高纪录一晚卖出 130
多条烤鱼，收入好了，再辛苦都值得。 ”

“以我 30 多年的经商经验来看， 西城坊位置好，
周围商圈多，人流量大，肯定会越来越旺。 ”今年 35 岁
的刘女士与丈夫在西城坊做炒龙虾生意，客流量大时
一晚营收超万元。 她笑言：“我们还开了一个海鲜烧烤
门店，在西城坊为儿子打前站，稳定后就交给他了。 ”

钱信兵介绍说：“西城坊占地面积约 3.5 万平方
米，共规划 46 家大小商铺，已有 46 家签约入驻，营业
时间从早 6 时至次日 2 时，是目前安康城区规模最大
的夜市之一。 ”

为了丰富西城坊内涵，增加文化品位，西城坊还
定期组织不同主题的展演活动，“欢乐西城闹元宵猜
灯谜”“安广八次方乐队 2021 专场路演”“959 老友新
朋春天焕新演唱会”“新生活、 艺启来” 打卡拍照活
动、“夜西城集市行乐”“硒哥硒妹助宣西城坊”“中国
好声音本土优秀歌手巡演 ”，红色优秀影片 、汉调二
黄演出、皮影戏、风情歌舞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
密集的文旅活动带动了西城坊街区的人流量、 激发
了消费潜力， 进而提升了西城坊文旅街区商圈的知
名度。 截至 2023 年，西城坊累计接待游客量 200 万
人次，实现年销售总收入过亿元。

“我们在吃、游、购、娱、演等多方面下功夫，不仅
为商户提供创业逐梦的平台，还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夜生活和游乐环境。 ”钱信兵介绍说，2021 年，西
城坊启动了“古西城文化园”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工作， 对古西城文化园停车场进一步改造提升、对

景区缺失的旅游标识补充完善、 对旅游厕所提质改
造、大力规范升级景区服务质量、提升旅游景区环境，
按要求配备标准的游客服务中心，建立健全旅游景区
各项管理制度，当年就取得了 AAA 级景区授牌。

“我们发投集团还利用汉江一江两岸的独特资源
优势，购置了一艘古风画舫，一艘现代游船，3 艘摩托
艇和水上超跑、水上飞龙等水上娱乐设施，让游客全
方位感受安康的美食和美景，留下难忘的回忆。 ”钱信
兵说。

西城坊一头连着消费经济， 一头连着居民生活。
来西城坊享受美食的游客络绎不绝，亲朋好友围坐一
团，边吃夜宵边谈天说地，享受城市赋予的惬意时光。

“这里的东西好吃，我回到家之后，还要推荐身边
的朋友过来玩儿，这里特别好玩，人也特别活跃。 ”游
客张女士说。

听说西城坊美食有特色，游客周先生特意和朋友
过来品尝。 “这边的烤肉好吃，味道十分不错，希望这
里的美食越做越红火。 ”

外卖员小刘也是西城坊美食街经济的既得利益
者之一，他说：“自从西城坊美食街开业后，下单子的
顾客变多了，现在我们在这边接收到的外卖单子很稳
定。 ”

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北市场监管所所长王
平说：“西城坊的餐饮地理位置、硬件基础、环境卫生、
三防设施、特色美食、经营管理都很好，我们要将其打
造成全市的餐饮示范一条街和网红街，让更多的人到
这里享受美食，品味美景。 ”

“从文旅街区的招商运营到汉江游船的运营管
理，对我来说既是新的起点 、新的机遇 ，也是新的挑
战，我们将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服务质量，融合本土特
色文旅资源，实现从‘舌尖美食 ’到 ‘夜游汉江 ’再到
‘文化体验’的闭环体验，把一江两岸打造成安康文旅
融合的“靓丽名片。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钱信兵充满
信心。

4 月下旬的一天 ，在
汉阴县蒲溪镇溪畔铭城
易地搬迁社区“肖老汉调
解室 ”里 ，“肖老汉 ”肖武
岳正在和社区副主任赵
玉凤聊着近期的社区调
解工作。

“搬迁户来自不同区
域，在融入社区的过程中
难免产生一些矛盾纠纷，
单靠社区工作人员调解
肯定不现实。 ”说起自己
的调解工作，肖老汉是这
样认为的。

肖武岳今年 67 岁 ，
2018 年搬迁到溪畔铭城

社区之前居住在蒲溪镇盘龙村，是社区 252 户搬迁户中的一
员。 在搬入社区之前，肖武岳就是盘龙村里的热心人，村里谁
家红白喜事、矛盾纠纷等事务，村两委的政策宣传、平安创建
等工作，肖武岳都积极参与其中，因此他赢得了村民们的爱
戴和村两委的认可。

搬到溪畔铭城社区后， 看到社区里居民的家庭矛盾、邻
里纠纷有所增加， 肖武岳就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调
解， 他的真诚和智慧赢得了居民的肯定。 于是在 2020 年 7
月，溪畔铭城社区在社区办公场所为肖武岳开辟了专门的办
公地点，添置了必要办公设备。 于是，肖武岳的调解室正式开
始为居民服务。

在肖武岳看来，社区里居民家庭矛盾部分是老一辈和年
轻人之间的观念不同，造成家庭产生一些矛盾。

今年 3 月，一社区居民家的两个老人因为和儿媳妇长期
争吵找到肖武岳，肖武岳和社区工作人员立即上门了解事情
缘由，原来老人看到儿媳妇经常网购一些生活用品，在两个
老人看来这些物品可有可无，还使家庭多了一些不必要的开
支。

通过和两位老人的进一步交流，肖武岳发现儿媳妇掌握
着家里的经济大权，给老人的零花钱相对较少，加之儿媳妇
还负责社区的公益性岗位工作，环境清扫任务较重，有时候
送孩子上学时就忙不过来，两位老人也不愿意帮忙，所以家

庭矛盾日益激化。
了解到这些情况，肖武岳分别做思想工作，他建议两位

老人要尊重儿媳妇的生活方式，在儿媳妇公益性岗位工作忙
不过来的时候帮帮忙。 对于儿媳妇，他建议每个月给老人一
些零花钱，老人帮忙履行公益性岗位职责后，儿媳妇给老人
买些香烟和酒菜犒劳，这样就暖了老人的心，矛盾自然就化
解了。 经过肖武岳的调解，这家两代人的矛盾有效化解了，再
也没有了频繁的争吵。

“居民搬到社区后，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些居民暂时
未适应新生活，不知道家庭发展方向，也会产生一些矛盾。 ”
肖武岳如是说。

去年 10 月份的一个晚上，肖武岳正在家里看电视，旁边
一栋楼突然传来了女性的哭声，夹杂着激烈的争吵。 肖武岳
赶紧过去察看情况， 原来这家的男女主人正厮打在一起，家
里的锅碗瓢盆、家用电器等物品被砸的一片狼藉。

看到这种情况，肖武岳和赶来的社区网格员和居民代表
赶紧拉开了厮打在一起的夫妻俩。 通过交谈得知，原来妻子
在社区的猕猴桃产业园务工， 丈夫在家里整天东走西逛、无
所事事，妻子忙完产业园的工作回家后，家里不仅没有热饭，
连一杯热水都没有，妻子因为这个原因没少埋怨丈夫，可丈
夫却依然我行我素。 因为夫妻俩经常吵架，家里经常鸡犬不
宁，让周围的住户也感到十分烦躁。

拉开夫妻两人后，肖武岳先和丈夫谈心，指出他作为一
个男性，不仅不关心妻子的生活和心情，还有殴打妻子的行
为，那不是一个丈夫的所作所为，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
去。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调解，在和夫妻双方反复沟通之
后，夫妻俩的矛盾暂时平息了。 不过肖武岳担心夫妻俩后期
会继续争吵，就联系到了夫妻俩在外务工的儿子，告知事件
处理结果，并建议儿子多从中沟通协调。

后来，肖武岳又几次入户了解情况，建议有泥瓦匠手艺
的丈夫到工地务工，这样不仅化解了家庭矛盾，还增加了家
庭收入，对家庭是有好处的。 再后来，夫妻俩都积极务工增
收，家里也没有了争吵，左邻右舍对他们的印象也变好了。

“我三年多以来已经完成了 200 多起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社区里的居民因为调解都认识了我，我走在哪里，大
家都会和我打招呼。 ”说起自己的调解经历，肖武岳成就感
满满。

阵阵春风吹过大地， 正是
踏青采茶品茗时， 在平利县绞
股蓝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在
采摘季的忙碌氛围中， 刘芳芳
正在镜头前开始新一天的拍摄
工作。

90 后刘芳芳是平利县长
安镇当地的“茶二代”，她从小
就在茶园里长大， 目睹着长辈
们采茶制茶卖茶。 在刘芳芳看
来，平利遍地都有茶园，特别适
合做茶旅产业， 平利的风土人
情， 更需要通过故事去传播。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拍摄了很
多茶山故事和文化故事， 向大
家推介平利绞股蓝和富硒茶，
让大家在喝茶的同时， 能够知
道平利的地域特色和民风民
情。 ”刘芳芳说。

平利素有“绞股蓝故乡”之
称，绞股蓝含有丰富的皂苷、黄酮、多糖类化合物，
富含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嫩叶可制茶，根茎可
入药，对人体有诸多好处。 依托独特的区域小生态
环境自然优势，平利县大力发展绞股蓝产业，靠茶
奔小康的茶农们越来越多。 刘芳芳受到了感召，和
先生一起开始创业。 “由于家里祖祖辈辈一直和茶
叶打交道，我们对茶园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刘芳
芳说。 她开始学习采茶、制茶、泡茶等知识 ，2019
年， 对茶有了一定了解的她在平利县城开了一家
茶叶店。

“好的产品，要从源头做起。 ”为了保证茶叶品
质，她对茶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无论是收购农户
的鲜叶，还是在茶厂购买，自己去现场把控品质是
常有的事，茶叶从哪里收购，销售到哪里去她心里
都有数。 不止茶叶品质要过关，还需要有品牌的支
撑，刘芳芳注册了“茗聚茶业”品牌商标，如今，她
的茶叶店回头客越来越多，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最近很多外地客户订购绞股蓝，别看这只是小小
的一片叶子，它身后链接着众多辛苦的采茶工、制
茶师。 我的责任就是努力将家乡的好茶和茶文化
推向全国，通过市场带动茶产业，让乡亲们增收。 ”

生意做得有了起色， 刘芳芳开始思考怎么让
家乡的茶香飘得更远，在这个契机下，她加入了平
利县绞股蓝协会。 在这里， 茶企可以互相交流心
得、抱团取暖，为了齐心协力打造平利绞股蓝茶品
牌，协会开始利用自媒体平台宣传、推介平利绞股
蓝，于是，气质古典优雅的刘芳芳开始拍摄短片与
大家分享秦巴山脉中的绞股蓝故事和温情惬意的
小城生活，让更多人看见平利绞股蓝，了解平利绞
股蓝。

从美女老板化身绞股蓝“推介官”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为此，刘芳芳没少吃苦头。 她带着团队
四处奔波、上山下地，拍摄素材做宣传，为茶农拓宽
销售渠道。 进入绞股蓝采摘期后，为了拍摄和体验
茶农采摘的辛苦，凌晨一点，她和团队便顶着星光
来到了绞股蓝种植基地， 从凌晨 2 点到清晨 7 点，
她见证了茶农们夜里挑灯采茶的辛苦，也见证了茶
农们辛勤劳作一夜后获得报酬的喜悦。 刘芳芳感
慨地说：“体力劳动真的辛苦，这份钱不好挣，平利
绞股蓝值得‘好茶好价’！ ”茶农们都笑了起来：“我
们都很习惯了，这比干农活要轻松一点，吃苦吃惯
了，每天采茶还能挣一百多元钱呢。 ”

在刘芳芳的带动下，平利县越来越多的绞股蓝
茶企负责人也开始“上镜”全力推介家乡茶，平利绞
股蓝和富硒茶线上线下的销售量都大幅度增加。
“借助新媒体平台，我们商家作为推介的主力军，力
推平利绞股蓝和富硒茶，平利富硒茶品牌知名度越
来越高，买家接受度更强。 ”平利县绞股蓝协会会
长余新强高兴地说。

除了当好平利绞股蓝的“推荐官”，最近，刘芳
芳又在忙着拍摄平利地道特色美食，力求挖掘原汁
原味的平利美食， 发掘真实鲜活的日常美食味道，
体现平利特色菜谱。 对此，刘芳芳有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我们的视频， 能够亲
自来到平利，参与制茶体验、观光旅游、研学旅游、
品尝平利美食。 ”

在刘芳芳等人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下，如今
的平利，正在以茶业聚“人气”，以茶叶引“活水”，平
利的茶山将更美、茶叶将更香、茶农将更富，一幅以
茶旅为主的全景画卷愈发壮丽。

让江岸风景变“钱”景
记者 胡智贤 通讯员 柯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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