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上一辆“特殊”的旅游大巴，车上的
16 名老人们望着窗外的景色流连忘返。
“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看到咱们岚皋其他
地方的美丽风景，真是不虚此行。”来自岚
皋县石门镇区域养老院的集中供养老人
余祥兵坐在大巴车里感慨万分。

能让余大爷发出如此感叹的原因，正
是这场由石门镇区域养老院精心组织的
出游活动。

此次活动中，老人们乘坐大巴车从石
门镇区域养老院出发， 沿路参观了柏枝
垭、南宫湖、廊桥、杨家院子等岚皋的特色
景区。 一路上老人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多
位老人向社工们表示，“年纪越来越大，有
时散步都不方便，更是很久没有这么开心
地在外面玩耍了，看美景、吃美食，感觉心
情一下就变得特别好。 ”

当问起这辆大巴车为何特殊时，石门
镇区域养老院院长张永富笑着说：“咱们
这一辆车上的老人们身份特殊，都是我镇
的特困集中供养老人，也是我们养老院的
‘宝贝疙瘩’。 这次出游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老人们开心。为了保证出游顺
利， 我们提前一个周就开始制定计划，所
去参观的景区都根据老人们的身体情况
进行了再三调整，不仅配备了连我在内的
5 名工作人员，还专门请了镇卫生院的医
生为老人们的旅途‘保驾护航’。 ”

像这类的活动在石门镇区域养老院
已举行了多次，每到春夏，老人与医生、社
工们就一同走出家门， 到巴山珍稀植物

园、横溪古镇、千层河等地，领略院外好风
光。

其实，目前农村养老的困难在于面积
大、分布散，有限的资源难以覆盖。养老服
务也因覆盖面小、养老服务不均等、服务
成本高等问题，制约着农村高质量养老的
发展。 而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内将养老服
务、质量做到最优化，石门镇可谓下足了
“功夫”。

石门镇的养老服务不仅仅在 ‘旅’上
下功夫，还包括‘医’的完善。近年来，石门
镇区域养老院与石门镇卫生院强强联动，
制定出完善的应急预案，并不断提高医护
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其中覆盖糖尿病、
高血压、胃肠疾病、心血管疾病 、风湿骨
病、颈肩腰腿痛、康复等满足老人们的基
本医疗需求。

前不久，老人邱新全在养老院内感到
身体不适，养老院的社工紧急启动应急预
案， 快速联系石门卫生院的医生到场检
查，经过医生对他的全面检查后，给予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经过规范治疗、按时服
药、调整饮食等措施，老人的病情已经得
到有效控制。

和邱大爷一样，在养老院内，大部分
老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个别老人常年卧
床，除了需要用餐、理发、剪指甲、洗澡擦
身等生活护理，还需要发生病情变化时的
紧急医疗救治，对养老服务的要求更高。

用“旅养+医养”，打通老年人服务的
“最后一米”，石门镇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探索出“分类分区域分情况集中供养”
新模式。 全镇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 1
处，集中供养老人 100 名，用实际行动，共
同筑起了幸福养老的“暖心港湾”。

下一步，石门镇将继续积极推进幸福

养老建设，以养老院为主体，为镇域内老
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养老服务。 不仅有“夕
阳游”这样的特色活动，让有意愿的老人
们走出家门领略风景，还有定时上门的医
疗服务和体检保障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力
争做到让老人们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时
光。

“大家都有老的一天， 看着老人们的
笑容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样的养老
方式我们会当作本院的特色继续举行，让
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 ”张永富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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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幼儿社会知识，积累社会经验，增强社
会实践能力。 近日，宁陕县幼儿园充分利用身边的
社会资源， 深入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工作，
全体老师带领该园大班幼儿走进超市，开展了“购
物小能手”幼小衔接社会实践活动。

为确保活动效果，活动前期周密安排，制定出
翔实可行的幼小衔接社会实践活动方案和安全预
案，加强幼儿安全教育、礼仪教育，教会幼儿购物基
本常识，指导幼儿制定购物清单。

幼儿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走进超市，教师借
助超市商品实物进行了详细讲解，幼儿认识了各种
各样的商品 ，了解到商品分类 、商品价格 、安全标
志、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常识，学到购物的方法
和技巧。 幼儿根据自己的购物清单开始自主购物，
在商品货架前认真挑选、比对价格、核算金额、合理
购买，幼儿们都相继买到心仪的物品，然后走到收
银台前排队付款，付款时还不忘礼貌地跟收银阿姨
打招呼。 回园路上，孩子们不由自主地分享了自己
的购物体验。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是开展幼小衔接，帮助幼儿
做好入学前社会准备中的活动之一。 据该园负责人
介绍， 为扎实开展幼儿园与小学科学有效衔接，宁
陕县幼儿园按照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
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指导意见》，坚持幼儿为本，整合
多方资源，以幼儿兴趣点为切入口，开展丰富多样
的实践活动， 如 “我心中的小学生活”“模拟课堂”
“参观小学”“生活自理大比拼”等活动，为幼儿做好
入学前的身心准备 、生活准备 、社会准备 、学习准
备，真正做到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从幼儿
园过渡到小学。 近年来，该园强化衔接意识，幼小协
同合作，家园统筹联动，推动幼小衔接工作取得新
成效，深受家长好评。

近日， 汉阴县观音河国家湿地
公园成片的鸢尾花如期盛放， 以其
绚丽的色彩、 优雅的姿态装点着这
片生态宝地， 一场盛大的自然盛宴
正在悄然上演， 为市民及游客呈现
出一幅生机盎然、 美不胜收的初夏
画卷。

走进观音河国家湿地公园 ，一
片片、 一簇簇鸢尾花在阳光的照耀
下竞相绽放，犹如翩翩起舞的精灵，
将原本静谧的湿地装点得如诗如
画。 黄色的花瓣轻轻摇曳，吸引众多
市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这两天天气比较适合散步、郊
游，河边的空气也非常好，尤其这个
河堤边儿的黄色鸢尾花， 开得非常
靓丽、特别漂亮，早上过来锻炼 、散
步，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市民段先
生说道。

观音河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汉阴
人民的休闲胜地，此刻正被鸢尾花装
点的无比美丽。 近期盛开的鸢尾花别
名水烛、黄鸢尾、水生鸢尾、黄花鸢尾，
其花色鲜艳、色泽明黄，花瓣如蝶展
翅，叶片青翠碧绿，观赏价值很高。 由
于鸢尾花的花形独特，其馥郁芬芳更
是令人心旷神怡，为游人营造出一个
充满诗意的赏花空间。

近期的观音河国家湿地公园不
仅有鸢尾花、芦苇、白花三叶草等植
物，还有各种鸟类自由翱翔，游人漫
步其中， 不仅能近距离欣赏到鸢尾
花的绰约风姿， 还能亲身体验湿地
生态的多样性，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且鸢尾花的花期较长，将持续
为观音河湿地公园增添魅力与生
机。

小满时节， 走进汉阴县城关
镇草桥村富硒农业产业示范园
内，340 个西瓜大棚首尾相接。 大
棚内， 郁郁葱葱的西瓜藤蔓沐浴
着暖阳， 一个个浑圆饱满的西瓜
掩映在藤叶之间， 长势喜人。 采
摘、分拣、装筐、过秤、运输……瓜
农们忙碌地收获甜蜜果实， 心里
乐开了花。

“我们的西瓜有可可脆、冰糖
瓜、早春西甜瓜，成熟早、品相好、
瓜皮薄、口感佳，现在上市早，也
不愁销路 。 目前每天可以摘瓜
3000 斤左右，除了卖给县内的水
果商和周围的村民群众， 一部分
还发往四川、广东、湖南、江苏、浙
江等地。”西瓜大棚负责人石海介
绍说， 今年天气好， 产量大幅提
升， 预计能达到 50 万元的纯收
入。

草桥村位于月河南岸， 平涧
路穿村而过，该村交通便利、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气候
条件好。 当地农户依托月河水系
丰富的生态资源， 一直有种植西
瓜的传统， 但西瓜种植技术不够
成熟，种植收入低。 2023 年，石海
在村集体合作社的带动下， 流转
了 160 亩土地， 建起了西瓜大棚
基地，解决了 60 余名群众就近务

工的难题， 西瓜大棚按照规模化
建设、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的
产业经营理念， 让农业与旅游业
相互融合， 打造富硒农业西瓜采
摘园，提升了农产品产值，也促进
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到了草桥的西瓜大棚，尝一
尝头茬瓜， 从味蕾的一丝甜蜜开
始，汁水四溢、口感细腻，根本停
不下来。”前来观光采摘的游客沈
玉娇和朋友一边体验采摘乐趣，
一边拍照发朋友圈。“第一批成熟
的瓜， 因为生长在土地养分最丰
富的时期，所以甜度更高、品质最
佳、口感最好。 ”有十几年种瓜经
验的瓜农刘成芳介绍， 五月成熟
的头茬瓜都是市场上的 “抢手
货”。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瓜园，瓜
农们用辛勤的耕耘换来丰收满
园， 每一个成熟的西瓜都是对劳
动者最好的馈赠。据了解，大棚西
瓜丰收只是汉阴县城关镇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立足
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着
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传统
农业向集约化、 高效化新型农业
转型升级， 不断做大做强特色种
植产业，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走进汉滨区石梯镇，便能感受到扑
面而来的淳朴民风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驻足石梯古渡岸边，山峦的倒影清晰地
映在江面上，看上去分外美丽。

石梯镇东与旬阳市交汇相接，北与
关庙镇、早阳镇隔江相望，西连张滩镇。
近年来，石梯镇立足发展“生态宜居镇、
乡村治理示范镇、产业发展聚焦镇、湖滨
旅游特色镇和生态康养休闲镇”，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走进石梯镇的村庄农院，错落有致
的房屋、潺潺流动的河水、嬉戏玩乐的孩
童、干净整洁的农房、一幕幕场景无不彰
显着村里的点滴变化。 农家院落里，村
民忙完农活正在自家门前歇息，享受午
后的惬意时光。

过去的石梯镇村民居住条件相对落
后，大多数村民的住房多为石头房子，随
着“十三五”搬迁政策的推进，当地村民
赶上了政策机遇，在石梯镇多个安置点
有了安全稳定的住房，实现安居乐业。

完善的路网结构也让群众出行更顺
畅，2016 年 10 月，一条全长 340 多米的
大桥建成通车了，不仅优化了路网结构，
缩短了石梯与城区的距离， 更极大地便
捷了村民们的生活和出行条件， 加快乡
村走向富裕。

如今， 新建成通车的张石大道再一
次带动了古镇的经济发展， 这条连接城
区的快速通道，全长 7.6 公里，途经石梯
镇、双村村、杨寇村、九条沟村，与 G346
相连。 张石大道的建成再次拉近石梯镇
与城区的距离， 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了交
通压力， 能够更好地推动石梯镇经济社
会的发展。

展眼如今的石梯镇，四季有花有果，
自然景观优美，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体验采摘乐趣。

“我们东茂山楂园区现有山楂树 4
万余棵，占地面积近 500 多亩，今年前期
雨水比较充足，山楂长势良好，每到盛花
期和结果期，来园区的游客就有很多，品

农家菜、买土鸡蛋、赏山楂花……每天至
少能接待三四桌游客， 现在很多游客都
是通过抖音短视频看到山楂园的视频前
来游玩的。 ”园区负责人徐尤娣介绍说。

张石大道通车后， 从城区到石梯只
需 20 分钟左右，山楂采摘、车厘子采摘、
桑葚采摘，欣赏芍药花开、上蒙寨山看日
落……便捷的交通让石梯镇成为安康城
区市民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

爬上蒙寨山向远处眺望， 只见山峦
被云雾笼罩， 宛如仙境一般， 当云雾散
开， 张石大道就像一条银色的飘带镶嵌
在群山之间。 车厘子园区、山楂园区、芍
药园区好比色彩斑斓的画布， 成为独特
的风景，走近便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石梯镇旅游资源丰富， 辖区不仅有
十多个发展成熟的产业园区， 还有许多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石梯古渡，被称为
“古八景之一”。站在古渡遗址旁，遥望江
流滚滚， 岸边搁浅的船舶早已成为过去
的历史。汉江水滋养着当地无数的村民，

在旬阳电站建成蓄水后， 安康东湖的形
成，给石梯增添了一份独具魅力的景观，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

今年 3 月， 安康市全域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与石梯镇人民政府在石梯古渡口
汉江游船上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开通“汉江游船”水上旅游交通专线，与
石梯镇的农业采摘、乡村文化相结合，促
进汉江游船与周边旅游资源的深度融
合，实现水岸互动，以“旅游+”“+旅游”
助力乡村旅游振兴。

如今的石梯镇， 处处焕发着新的活
力。 石梯镇党委、政府用活旅游资源，助
推乡村振兴，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 将田园变景观， 相继举办旅游采摘
节、 长寿宴等多场大型文化旅游推介活
动，用浓厚文化为乡村旅游赋能，探索出
一条动力强、群众乐的农旅融合之路，托
举石梯百姓走上富裕坦途。

“播插立夏秧，稻谷收满仓。”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大好时节，
连日来， 石泉县池河镇良田村的
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劳作的
景象，村民们纷纷抢抓农时，犁地
插秧，好不热闹。

5 月上旬，在池河镇良田村，
只见一块块水田像一面面镜子，
在明媚的阳光下泛起耀眼的光
芒。因水田面积小，不利于机械化
耕作，为不让一块农田撂荒，村民
们趁着晴好天气采用人工插秧，
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连绵成片的水田间， 村民们
埋头弯腰，左手握秧苗，右手飞快
地进行分苗、插秧，不一会儿，一
排排整齐的秧苗便延伸开来。 这
些嫩绿的秧苗如同为稻田披上了
一件崭新的绿色衣裳， 让整个田
野焕发出勃勃生机。

“看上去简简单单的动作，实
际上蕴藏着农民多年的丰富经
验。 一旦插浅了，秧苗扎不下根，
过后就浮起来了。插深了，秧苗大
部分被淹，得不到充足的氧气，长
势也不会好。 而且还要注意秧苗
的前后间隔距离， 约莫在二三十

厘米，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
种植大户姚常云一边插秧一边笑
呵呵地介绍道。“今年我们特地请
了五六位帮手来插秧， 半天时间
就栽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相信
今年一定能有个好收成。”姚常云
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丰收的期待。

近年来， 良田村实行 “党支
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
农户负责种植， 合作社负责技术
及统防统治，企业负责收购，充分
调动村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做
大做强良田大米特色产业。

“今年良田村稻田种植面积
有 200 亩， 预计 5 月中旬播种完
毕。”良田村党支部书记钟波介绍
道， 此次种植的水稻名为 “香优
2115”，这个水稻的抗倒伏能力比
较强，成品口感好，产量较高，亩
产可达 1200 斤。

粮食安全重于泰山， 池河镇
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重要工作任
务，牢固树立“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理念，大力推广良种良技良
法，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农民
增收保驾护航， 助力乡村振兴取
得实效。

农 旅 携 手 奔 新 程
通讯员 王丽蓉 陈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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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插秧忙 静待稻花香
通讯员 刘丹

鸢尾花开似蝶来
通讯员 熊乐

西瓜丰收有甜头
通讯员 张辉

“医康旅”守护“夕阳红”
通讯员 柯明宇

春日石梯 东茂山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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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盛放

老人们走进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