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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 走进白河县仓上镇天宝村，
层叠的梯田里，麦田葱绿、茶花溢香；整洁宽
敞的村道边，太阳能灯杆排成一线、农家院
子错落有致，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与农院和谐
地融为一体，一派生机盎然的新气象。

生态宜居田园美

“山上景色优美，家里住房亮堂，院子整
洁干净，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真的很美。”这
几天，天宝村村民王敦明的心里别提有多高
兴。 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着刚刚改造
完工的院子欣赏一番，看看哪个角落还能摆
放些花草盆景，偶尔碰到邻居或游客就忍不
住发出对幸福生活的感慨。

今年开春，仓上镇积极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在白河县住建局的规划支持下，对天宝
村部分宜居农房进行试点改造和院落美化，
王敦明家的房子是第一批设计改造的其中
一户。经过改造后的房屋，室内洁白敞亮，浅
黄色乳漆外墙，海蓝色树脂盖瓦，从里到外
美观一新，曾经的老旧民居，变成了漂亮的
“五美庭院”，焕发出迷人的新光彩。

“宜居才能宜业，优美的居住环境，让村
民的生活更有品质。 ”天宝村第一书记蒲大
林说，逐渐富裕的天宝群众把人居环境看作
自己的脸面，经常把院落、村道打扫得干干
净净，拾掇得整整齐齐，让一处处小庭院串
起乡村大美，展示出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文明
乡风。 而别具特色的“田园经济”，也推动了
旅游业发展， 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
益。

天宝村，这个被农业农村部命名为“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的小山村，随着旅游业的
兴起， 在多年建设中成功创建为 AAAA 级
景区，同时探索培育出生态农业、休闲农业、
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引导市场主体以特色种
植、生态采摘、农园体验做活“田园文章”，增

加了乡村田园游新亮点，延伸了农旅融合产
业链。

农旅相融和谐美

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一批批游客观
光打卡，从而带动了土特产销售、餐饮服务、
农产品加工和务工就业。

每年春天 ，山峦刚刚 “披红挂绿 ”的时
节，吕家坪“腊味农家”的生意就已经开始旺
了起来。 周末一大早，农家乐主人代祥国就
接到两个订餐电话。 匆匆吃过早餐，夫妻俩
就开始杀鸡煲汤、做菜豆腐、采摘野菜，按客
人要求做好接待准备。 “自从我们这里成了
景区，来的游客多了，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
好，每逢节假日和大型活动，每天都要接待
好几拨客人。 ”代祥国在部队时曾当过炊事
员，学到了很有特色的烹饪技艺，凭着一手
好厨艺，现在他每年仅在餐饮一项的收入就
有十五万元左右，这让夫妻俩对目前的生活
相当满意。

田园观光游给乡村带来了人气，更给村
民带来了致富商机， 一些农户就在家门口，
把土特产变成了一张张红票子。 住在“腊味
农家”对面的王敦弟 ，在家里做豆腐 、发豆
芽、磨魔芋、卖自家菜园子种的各种时令蔬
菜，一辆电动三轮车满山跑，小生意做得十
分红火。 “外地游客和本地村民都喜欢我们
自己加工制作的农产品。 正常情况下，一年
轻松赚个四五万元，比以前在外边打工还稳
当。”农旅产业融合延伸的链条，为天宝村周
边像王敦弟一样的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

天宝村还是全省中小学生的劳动实践
教育基地。 近两年，来自陕鄂各地的学校经
常组织学生来这里体验农事，开展研学和亲
子观光游活动，拉动了农产品消费，推动了
服务业发展。 天宝乌鸡蛋、熏腊肉、豆豉、豆
腐乳、天麻、木耳等农产品都成了游客青睐

的土特产，全村从事旅馆、农家乐、美食小吃
经营的商户达 20 余家。

乡风文明生活美

美丽宜人的生态田园，为户外大型竞赛
提供了必备条件。 4 月 14 日， 白河县 2024
年“相约天宝·挑战极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
在天宝环山大道激情竞逐，吸引了来自陕鄂
各地的上千名游客。

在“云上山间”生态茶园，循着歌声和笑
声，采茶妹子纤细的双手在枝头起舞，胸前
的小竹篓盛满馨香春色。 “一边体验采摘乐
趣，领略山上美景，还能同时看自行车比赛，
这样的田园生活比纪录片里的情景还要
美。 ”一场赛事，给采茶踏青的游客们带来了
更富情趣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

除了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农民丰收节”
“村 BA”篮球赛、年猪宴等系列文化活动和
花轿迎亲、模特巡游、篝火晚会等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更是带火乡村的一大
亮点。 多形式的民俗展示和体育赛事，丰富
了天宝村“吃住游购娱”元素，通过举办各类
活动，还为部分村民提供了参与安保、导游、
保洁等灵活就业的机会。

逐步富裕起来的天宝人，不光追求“面
子”上的靓美，更注重“内功”上的提升。近年
来， 天宝村通过开展评选表彰 “文明家庭”
“好婆婆”“好媳妇”“好邻居”等活动，大力弘
扬孝义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充分发挥乡贤
典型示范作用， 小山村呈现一派生态美、产
业旺、村民富的和美气象。

“我们这儿空气好，景色美，山上就是个
大公园，除了没有街道高楼，其他啥都不比
城里差。 ”在天宝村，如果与村民聊起现在的
生活感受，他们的言语中，总是流露出发自
内心的幸福感、满足感。

本报讯（通讯员 刘顺枫 杜敏）5 月 19 日，正值第 14 个中国旅游日的到来，位于秦岭腹
地的宁陕县周末旅游呈现出一派火热景象，筒车湾、苍龙峡、十八丈瀑布等景区吸引众多游
客观光打卡。

走进筒车湾 AAAA 级休闲景区，随处可见游客熙来攘往的景象，在苍龙峡中国秦岭苔藓
谷，漫山青翠、溪水潺潺，游客们脚踏蜿蜒小径，溯溪而上，一边欣赏沿路风景，一边争相打卡
拍照，小河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苔藓，更引得无数游人伸手触摸，一探大自然的奥妙。

“我们是从渭南来的，跟着旅行团一起，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环境特别好，我们在这儿玩
的特别开心，下次还会再带孩子过来玩。 ”游客王女士对苍龙峡的风光美景赞不绝口。

苍龙峡风景秀美，当地群众热情好客，让省内游客朋友陶醉其中的同时，来自南方的朋友
们也被其深深吸引。

“感觉这个地方山美、水美、空气美，人也热情。 回去之后，我们会介绍更多的人来这参观
游玩。 ”从广东潮汕来的李女士告诉笔者，这是她第一次来苍龙峡观光，好山好水好风光给她
留下了独特且美好的回忆。

此外，十八丈瀑布、宁陕老街等景区景点也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大家深度体验宁陕自然
风光、人文风情、山珍美味，并对宁陕的贴心服务赞不绝口。

据悉，当日仅宁陕县筒车湾、苍龙峡、十八丈瀑布等景区景点就接待团队大巴车 46 辆，接
待游客 3000 余人，这是该县周末游继 5 月 12 日开始升温后的持续火热。

近年来，宁陕县将生态旅游作为首位产业发展，坚持“一季一主题、一月一活动”，精心策
划自驾游、亲水游、研学游、周末游、亲子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据
了解，位于广货街的秦岭峡谷漂流将于 5 月 25 日开漂，“筒车湾———炎炎夏日、避暑纳凉季”
即将启动，这都将为周末游持续火热增添强劲动力。

时下，正值夏季农忙季节，沿汉阴县月河两岸的万亩稻油轮作基
地内，夏日的阳光映照在明镜般的水田上，乡亲们在田间穿梭插秧，
一行行秧苗整齐地排列在田间，伴着邻里乡亲插秧时的欢笑声，农田
里一派繁忙景象。

走近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高标准富硒水稻示范田区域， 在农户
们忙碌的身影下，一排排秧苗随风摇曳，洋溢着勃勃生机，呈现出阡
陌纵横的田园风光。这里正在发展集生态种植、农业旅游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项目，这是汉阴县深入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土
地稳粮保粮”为抓手，以“农业增绿增效”为方向，探索发展的“生态
绿+蛙声响+稻花香”生态产业。

“我种的稻秧品种有良香粳和桂朝两种，这是富硒水稻产业发展
指导员结合我们草桥村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建议的品种， 我今年种
了八亩。 ”据了解，种粮大户老李种植水稻已近二十年，从最开始的两
三亩水田种植，到近年来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的培训升级，他的水稻种
植面积稳定在五亩以上，产出的大米不仅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也提振了种粮增收的信心。

在汉阴县，像老李这样的种粮大户还有不少，他们享受着科技赋
能保粮增收的红利。近年来，该县积极推进国家耕地保护和科技兴农
政策，落实产业奖补、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富硒
水稻种植，辖区“两山一川”十个乡镇按照地理环境和气候不同，因地
制宜发展粳稻、籼稻、旱稻等富硒稻，在集中育秧、水稻移栽、防病虫
害等关键技术上，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服务，生产出
的稻米很受消费者喜爱， 汉阴富硒大米逐步成为该县农旅富硒产业
的标签，在第五届中国富硒生态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汉阴县被授予
“中国十大富硒之乡”的荣誉称号。

种稻有补贴、收稻有销路，农户们很乐意发展富硒水稻。 为确保农户发展富
硒水稻产业得到有效保护， 该县积极探索 “党建+企业+合作社+农户 （种粮大
户）”生产经营模式，在村集体合作社的带动下，组织农户与辖区粮油企业签订订
单协议， 按照不低于市场价格对富硒水稻兜底回收， 让农户的粮食生产不愁销
路。

据了解，作为安康市富硒农产品核心生产区，汉阴县对今年富硒水稻产业发
展定下了“无害、绿色、生态”的基本调，种植管护严格遵循气候规律，通过统一选
种、统一播育、统一管理、统一施肥、统一治虫，有效解决了农户育秧技术水平低、
秧苗质量差等问题，并以打造富硒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为目标，坚持既种粮，又种
“景”，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辖区群众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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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插秧忙

游人如织

近日， 汉滨初中七年级部分班
级的 300 余名学生赴平利开展研学
实践活动。 迎着清晨的朝霞，学生们
依次乘车来到位于平利县广佛镇的
帝景南山研学基地。 一进入基地，大
家便被这里的自然美景和浓郁的文
化氛围所吸引。 依山傍水的帝景南
山，环境幽雅、景色宜人，在这里，学
生们参加了庄严的拜师礼， 通过敬
师仪式， 让他们深刻体验到尊师重
教的传统美德和古代礼仪文化的魅
力。

随后， 学生们沉浸在非遗漆扇
体验、永不消逝的电波（模拟发报机
的制作 ）、“我是美丽乡村规划师 ”、
稻田插秧等丰富多彩的研学课程
中， 每一项活动都让莘莘学子们感
到新奇有趣。

在这里， 学生们不仅学习了知
识， 更是在心中种下了热爱传统文
化的种子。 在研学教官和老师、家长
的带领下，学生们陆续来到稻田，沿
着蜿蜒曲折的小径， 穿梭在翠绿的
秧苗和浅黄的油菜籽间， 聆听着导
师对插秧方法的详细介绍， 学生们
下到水田里，栽下一棵棵秧苗，体验
栽种稻谷的过程。 在此期间，同学们
纷纷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
地接触秧田， 感受到稻谷生长的不
易和农民的辛劳。

研学基地还安排了团队协作的
拓展游戏， 鲜艳夺目的毛毛虫道具
上，老师、家长和学生分成几组 ，通
过团队协作配合，快速驶向终点。 比
赛期间，场上呐喊声一片，氛围十分
热烈。 闭营仪式上，教官和老师还为
表现突出的班级和学生颁发了奖状
和奖品。

本次研学赢得了学生、 家长和
老师的赞许， 体验完稻田插秧的学
生宋子熙说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
思，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在制作简易发报
机的过程中，领悟到科技发展的便捷与魅力，下午的体验
插秧劳作虽然很累，但是看着亲手栽下的秧苗，内心也是
成就感满满，让我学会了珍惜粮食，敬畏土地与自然，真是
受益匪浅。 ”

返回时，在车上玩着“真心话”游戏的王经松说：“规划
自己的乡村沙盘很好玩，摩斯密码也很有趣，能开发智力。
漆扇特别好看，体验到了非遗文化，了解了传统技艺，让我
印象深刻。 ”

全程陪同孩子们研学的冉茂英老师表示，研学活动让
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在亲身感悟中学到知识，希望通过这
样的实践活动，让亲子关系更加和谐，学生们能在研学过
程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

通讯员 朱明富

巴巴山山云云民民宿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