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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芳菲尽，最是六月景最佳。 走进紫阳县
蒿坪镇，山水风光浑然天成，千亩茶海生机勃勃，蓝天
白云下、绿水青山间，前来该镇景点打卡游玩的游客
络绎不绝。

漫步于茶海间五彩观光步道，一垄垄茶树长势正
旺、 一株株柳树迎风摇曳……俨然形成一幅风光旖
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蒿坪镇守望绿水青山，深耕农业、人文、
自然、生态等资源优势，以千亩茶园、百亩荷塘等特色
农业为依托，以紫阳民歌、汉调二黄文化、地方美食等
人文旅游资源为媒介，重点在蒿坪村、改革村 、双胜
村、金石村等地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康养 、体育健
身、自然观光、文旅研学等多业态一体化的文化旅游
产业带，形成“农业生产、观光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乡村旅游新格局，有效推进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
兴持续向好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村景”成“风景”，让
“风景”变“钱景”。

初夏时节的蒿坪村，千亩茶海正值茶园管护的关
键时期，产业工人星星点点分布在茶垄间，要么手持
修剪机、要么挥舞着锄头，一派繁忙景象映入眼帘。

“今年春茶收入相当不错，鲜叶总产值达到 36 万
元，干茶收入有 8 万余元，开支 20 余万元。 春茶季结
束后，我们就进入管护阶段，为夏秋茶采收做准备。 今
天用工 30 余人 ，一人一天 100 元，基本上都是六七
十岁的老年人。 ”蒿坪村副主任刘明主告诉记者。

2019 年， 蒿坪村从村民手中承包土地 520 亩，联
合改革村打造了千亩茶园， 成立茶旅专业合作社，发
展村集体经济，形成采茶、制茶、售茶、观光旅游产业
链，带动周边发展农家乐 10 家、开办私人加工小作坊
17 家。 2022 年，该茶园成功获批县级研学基地。 2023
年，全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益 89.32 万元，集体经济发
展欣欣向荣，带动周边 486 名村民致富增收。

家住蒿坪村 3 组的祝玉龙，虽然已是 74 岁高龄，
干起活来却不输年轻人， 相当麻利。 “家门口就是茶
园，从建茶园开始，我们老两口就在这儿上班，一天只
干 8 个小时，就是除草、修剪、浇灌之类的活，锻炼了
身体，还能挣点钱补贴家用，我们的流转费加上务工
费，一年下来能收入近 3 万元。 ”见到记者，正在除草
的祝玉龙停下手头活，乐呵呵地说道。

以茶为媒，以茶兴业。 蒿坪村通过一年一度的“开
园节”等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大力宣传地方特色富硒
茶，不断提高富硒茶的影响力，逐步培育形成了集茶
产业、地域文化、生态景观、古村落等资源相结合的
“一产带动、三产融合”全域旅游产业，为全镇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 蒿坪镇千亩茶海也先后被
评为“陕西省十佳茶园”、省级 AAA 级景区。

位于蒿坪千亩茶园以西的金石村，也享受到了千
亩茶园发展带来的红利。 “我们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立足资源禀赋，抢抓‘省级乡村示范镇’重大发展
机遇，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着力打造‘紫阳味道’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形成‘发展一产、助推二产、提升三产’
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金石村党支部书记乔兴华说。

近几年，金石村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和蒿坪
河气候适宜、山川秀美等自然禀赋，按照“政府主导、
农户参与、典型示范、全面推进”的原则，对全村农房
进行改造，形成白墙灰瓦的建筑风格，全面提升农户
居住条件，改善村容村貌，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奠定
基础。

位于金石村蒿坪河岸边的硒园农庄近日非常火
爆，农庄负责人毕锦梅和丈夫曾立平更是忙得不亦乐
乎。2015 年，毕锦梅夫妻二人开设了这个农庄，配套垂
钓、围炉煮茶、采摘观光、游乐园等设施，吸引周边大
批游客到此研学、旅游、就餐。

“今天就接待了两拨团建的， 上午一拨已经返程
了， 现在正在做团建的是来自安康城区的一家公司。
从 3 月初开始，仅研学团建我们就接待有 4000 余人。
有时候一天接待 4 场，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 高峰期
的时候，还可以给周边农家乐引流，辐射带动他们的
生意。 ”毕锦梅说，现在每天固定用工 20 人，忙的时
候，还需要聘请五六个临时工。

一位来自安康城区的游客说：“孩子在这里既能
参观周边的茶园，还能体验蔬菜水果采摘乐趣，又有
游乐场供孩子们放飞童年， 这儿的菜也很有特色，能
吃到地道美味的农家菜，大人小孩儿都很开心。 ”

据毕锦梅粗略估算， 现在一个月除去十几万开
支，毛收入能达到二三十万元。 在她看来，农庄能如此
受欢迎，除了随时供应槐花炒鸡蛋、槐花煎饼、槐花懒

饭、蒿子馍馍、油炸蒿子、香椿炒鸡蛋、浆粑馍馍等特
色菜，莲藕炖猪蹄、水晶蒸肉、鸡哈豆腐、干洋芋片炒
腊肉、辣子鸡等本土特色菜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
于当地政府把环境打造好了，还经常组织农家乐负责
人出去学习先进经验。

“这个游乐场就是 2024 年春节村晚全国示范展
演地。 ”在农庄观光园外，毕锦梅指着一大块绿草坪坦
言，农庄成为村晚的举办地，她很自豪，通过“硒园农
庄梅姐”抖音视频号引流，游客越来越多 ，回头客更
多，希望农家乐能报团发展，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打卡
蒿坪。

“全镇通过聚焦‘紫阳味道’全产业链，号召蒿坪
村、改革村、双胜村、金石村和黄金村五村协同发力，
在茶旅观光园区配套建设‘游乐园’‘ 农史馆’‘ 富硒
莲藕产业园’等，连片建设休闲景观带、美食研学体验
中心、生态休闲旅居区、农耕田园体验区等，逐步形成
集美食、研学、民宿、游购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带动全
域村民增收致富。 ”蒿坪镇宣统委员詹迎霞说。

据了解， 蒿坪镇先后荣获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
全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全省科技示范
镇，获批省级高新区，完成国家卫生镇创建初验。 截至
目前，各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蒿汉路改造、水系联通、
田园综合体一二三期基础项目已竣工，“紫阳味道”产
业园区路网、农夫集市、标识标牌正在实施打造，美食
研学体验中心已完成设计，招投标程序完成后即可开
工建设，莲藕产业示范园、草莓采摘园、瓜果蔬菜采摘
园、设施蔬菜大棚等已初见成效，“蒿坪河莲藕”集体
商标已注册成功。

如今，“车在村间过、人在画中游”“一路走来皆风
景”的美丽蒿坪如诗如画，处处透着美丽新农村的新
气象。

“随着田园综合体一二三期全线贯通，‘一河两岸五
村’紧密串联，‘紫阳味道’示范园将成为村庄抱团、良田
成片，‘观千亩茶田，品富硒美食’的农旅融合休闲胜地。
我们将以生态为底色，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农业’融
入‘生态＋旅游’，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让本土文化插上
乡村旅游的翅膀， 有效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
赢，书写出农旅融合新篇章，助力乡村振兴取得实效。 ”
蒿坪镇镇长袁超对下一步的发展信心满满。

从四川大宁盐场出发，东向湖北竹溪、南面长江、
北向陕西有一条数千公里的古代盐道，其中，翻越陕西
境内的就有 150 公里盐道，其中的首发地，就是今天的
镇坪县钟宝镇。

钟宝镇，东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接壤，南与重庆
市巫溪县连界，东西最大距离 18 公里，南北最大距离
25 公里，总面积 151.44 平方公里。 进入新时代，钟宝镇
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安康市建立紧密型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契机，挖掘仁义为本、艰苦拼搏的
盐道文化精神，积极打造盐道文化的陕西“桥头堡”。

挖掘川盐古道旧时景

盐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古代，盐业更是重要的商
业贸易物资。 在陕、渝、鄂两省一市交接处的镇坪县，千
山万壑、群峰壁立，一条长达 150 多公里、 穿越群山的
古盐道，在历史上被称为盐大道。 《舆地广纪》记载：“运
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 ”被学者们称为“南方丝
绸之路”。

镇坪本不产盐，但距镇坪县城向南 95 公里的重庆
市巫溪县大宁镇却有悠久的产盐历史，盐质上乘，有着
“上古盐都”之美誉。

盐大道的起因源于三省交界地鸡心岭南坡的四川
大宁镇，这里有一盐泉，终年不断地流淌着盐卤水，人
们便利用这股卤水制盐。 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出产的盐
便已开始被用于食用，到唐代形成“万灶盐烟”的盛况。
自古不产盐的陕西、 湖北及周边地区都是吃这股卤水
流出后结晶的食盐。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就是当
时盐业贸易兴旺的写照。 “川盐古道” 源于四川东部，
由青石板和麻石块铺成，也有由泥土和碎石修筑的，一
般为 2 米宽。 盐道翻越大巴山、巫山，延绵上千里，持续
数百年，史书上称为“官盐大道”。

镇坪是大宁盐运往汉中、安康、商洛和湖北的唯一
通道，镇坪人不仅食用这里的盐，而且还用大宁食盐换
取所需的生活物资。 镇坪古盐道南起鸡心岭、北至东沟
垭，纵贯全县，全长 135 公里。 盐道自海拔 1800 米的鸡
心岭入镇坪，一路悬崖林立、沟壑交错，绵延至东沟垭
再入平利县界，两条古盐道伸向陕西、湖北。 一条是自
大宁盐厂经镇坪全境至平利再到安康， 由商人发往汉
中、商洛；一条是从大宁盐厂经镇坪大半个县而东向湖
北竹溪、竹山和房县三地。 当时，以盐场为中心辐射的
两条路都是由栈道建成， 向东穿越大巴山主脊鸡心岭
后就来到镇坪县城，从小县城又向东、南、北分若干支
线。 过去交通运输靠人背的年代里，盐大道上的镇坪县
汇集了许多盐队和盐帮， 那些出苦力的人被称为盐背
儿和盐脚子。

盐泉引来四方争夺。 为了搬运方便， 人们发明了
“煎盐”，煎盐的“灶户”由此诞生。 运盐的挑夫也随着盐
业的发展扩张成庞大的队伍， 这队伍的主力军就有镇
坪钟宝镇人。 在汉永平七年至 1974 年的两千多年里，
一代代镇坪人用他们坚实的肩膀将食盐运往安康、汉
中、商洛和周边的湖北省，他们用脚板走出了一条养育
生灵的盐大道。 今天的镇坪钟宝镇，农村 60 岁以上男

子中有 80%都做过盐夫， 其中 40%的人旧时世代以挑
盐为生。

据当地曾背盐的村民回忆，背着盐时，人往往身负
重物 100 斤或者 200 斤，每日只能前行 30 至 60 里，往
返安康一趟少则半月，多则 20 多日，出门时要带足往
返的食粮， 用帆布袋装好， 里面插上写有姓名的小竹
片，在沿途小饭店寄存，一路食用。 有时住店晚了，客店
通铺已睡下太多的人，店老板就用一根粗木杆沾上水，
使劲往人堆里插，让开一条缝，后来者便趁势钻进去。
沿途的岩龛也是盐夫经常栖息的地方，夜晚，在岩龛下
生起一堆大火，烧饭取暖，驱散野兽。 盐道上也有骡马
行走， 为官府传送公文和运送官员。 马夫往往身壮体
强，有些武功，能对付两三个强盗，如果遇上官宦人家
或者富贵人家租用轿子，更要配上保镖护送。

推动文化传承焕华彩

《舆地纪胜》记载：“宝山咸泉，其地初属袁氏。 一日
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
酌泉知味”。 这是最早的发现盐泉的神话，今天的巫溪，
还有白鹿的塑像。

如果盐顺长江东运，可以方便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为什么还在大山中存在一条艰险曲折的盐道呢? 经过
历史学家研究，因为生活所迫， 私盐渗透、川盐便宜，
战乱阻断南方盐业流通， 都是川盐销往陕西各地的主
要原因。

先秦以前，诸侯战争迫使难民逃往川东的巴国，人
口交流历来不绝，他们翻山越岭，终于踏出一条川鄂之
间的人行道来。 从四川的巫溪向北， 有一座海拔 1800
米的山岭———鸡心岭。 相传在这里，公鸡啼叫，周边三
省都可以听见。

“攀上鸡心岭，一脚踏三省；去时不知归，归来身失
魂。 ”这首记载于《竹溪史志》中的民谣形象地描写了清
顺治元年(1644 年)后，盐夫是如何靠着肩挑背扛，一点
点地从巫溪大宁河盐场通过高山险道前往湖北省的竹
溪、竹山、房县以及安康市下辖区域，运去百姓所需的
食盐。 钟宝人民，和盐业历史紧密相连。

在这条由食盐串联起的生命线上，运盐者“冬春之间
日常数千人”，是何等繁忙而壮观的场面。 生死古盐道上，
长年累月活跃着数百背夫和马帮，四季结队行走。 这是盐
夫们用两千多年的时间，通过一代代人走出的生命线，其
中就有今天的钟宝镇人的祖先。

一条承载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道路， 不仅架设
了商货流通的渠道，为盐业提供食宿的客店、驿站逐渐
形成了古镇村落， 进入的盐商把外地的文化和生产技
术传播到各地。

岁月如歌，如今，钟宝境内喧啸繁忙的古盐道已荒
芜废弃，茅草吊脚楼的客栈也尽皆消亡，今天的钟宝镇
塘坊坝社区，就是当年的黄州会馆所在地，那段延续了
两千多年的沉重历史刻在了镇坪的古盐道上。 从 2007
年 4 月开始，古盐道保护工作纳入了镇坪县委、县政府
的议事日程，对古盐道现存状况进行测量、拍摄、绘图，
以作为史料存档，同时为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镇坪县计

划整修沿途尚有修缮意义和价值的客栈、店铺、庙宇及道
路，力求接近原貌，再现历史风情。 从 2008年 8月 8日开
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再次证实了从钟宝出发的
道路为古代四川重庆巫溪宁场食盐运往陕南和鄂西北的
主要通道。 2012年起，钟宝盐道小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分步骤实施，勾画出时代发展的蓝图。

如今， 随着 2020 年 9 月 29 日安来高速公路经过
钟宝，2023 年 12 月 4 日巫溪镇坪高速公路的贯通，这
里融入长江经济带跨省 0.5 小时经济圈。 全国各地宾
朋来镇坪领略地方文化传承、聆听盐道故事、品味盐道
美食、感受红杉溪谷的清凉，入住“国心”民宿。

为了挖掘历史文化，钟宝镇从 2023 年争取旅游开
发项目，计划通过十年的保护和修缮，基本使原有的历
史风貌得到恢复。 今天，30 家旧城民宿连片开发，让盐
道上的特色美食神仙豆腐、 盐背子饭和各类山歌走出
大山，吸引海内外游客，成为一条东至湖北神农架、南
通三峡，北连南宫山、安康瀛湖的独特黄金旅游线。

打造盐道小镇新名片

2 月 24 日，大雪挡不住瞭望历史文化传承的道路，
镇坪县钟宝镇首届年俗文化节暨文旅大集活动在塘坊
坝社区举行，闹元宵、猜灯谜，人们争相体验传统民俗
活动， 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群众到此聚集， 数万网友围
观，可谓人气爆棚。

儿童表演《说唱中国红》、杂技《太空漫步》、广场舞
《欢乐中国年》、庆丰收《欢庆锣鼓》、诗朗诵《沁园春》等
节目，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年俗文化，彰显出
新时代的风采，展示“盐道钟宝”的魅力。

钟宝镇境内河道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 主要河流

有南江河、干洲河等，矿藏资源主要有煤炭、铁、大理
石、石灰石等，还有黄连、当归、党参、独活、杜仲、黄檗、
玄参、大黄、天麻、白芍等 200 余种中药材资源，药材种
植面积 7000 余亩。

伴随着新时代号角的吹响， 镇坪县钟宝镇已经实
现了通村水泥路的全覆盖，2020 年来凤高速公路穿境
而过， 投资 235 亿的湖北十堰经镇坪巫溪高速公路至
镇坪段（十巫南段）再次连接镇坪钟宝。

千年盐道孕风骨，开放开发谱新篇。 当年盐夫的子
孙们，在今天继续谱写钟宝边贸大开放的历史新答卷，
弘扬盐道文化，聚力建设盐道康养示范镇。 钟宝镇以集
镇为核心， 以中药首位产业和文旅康养产业为主导的
“一心两业”发展方向，围绕绿色矿产富硒食品链条，不
断纵深布局，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即中药首位产业、
文旅康养、富硒食品、绿色矿产，形成多元化，优势互补
的全产业链条，助推盐道康养示范镇建设。 战略定位为
秦巴山区盐道文化体验地，国心康养休闲旅游示范地。
一心引领，核心聚集，即以集镇建设为核心一轴贯通，
景色融合以 G541 国道为发展轴。 三区联动，农旅融合
打造宜居宜游康养区，联农带农工贸区，发展林下种植
经济区。 目前，以中药材萃取深加工产业园项目为代表
的多个重点项目正在加快进行。

今年 5 月， 镇坪县农家民居体验馆标准发布暨陕
渝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在钟宝镇旧城村扇子坝举行。 展
示介绍了镇坪县盐道文化、 民居体验馆、 陕渝农特产
品，品尝了干煸钱鱼 、清炒竹笋、岩耳土鸡、天星米粑
粑、盐道土豆等盐道长寿美食，领略沉淀千年的盐道文
化魅力。

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具有盐道风情的钟宝镇，
正成为促进盐道文化不断发展、繁荣壮大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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