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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岚皋县聚焦“旅游强县”战略，
积极挖掘红色资源，为绿色生态旅游高质
量发展植入了红色底蕴。

红色资源为文旅开发增添灵动乐章，
岚皋县在南宫山景区黑虎寨民宿建设、桂
花古梯田开发推介过程中，多角度植入黑
虎寨的红色元素，有效增强了景区景点文
化底蕴。 在民主镇枣树村“客路故乡”以民
宿为中心的乡村旅游建设、全胜寨景区开
发中， 多方位引入枣树村为 1949 年 11 月
28 至 29 日五十五师进军紫阳行军打仗之
地、文工团在该地知名人士陈鸣谦家中宿
营宣传，陕南人民自卫救国团战斗场所等
红色故事。

红色文化为生态旅游建设项目增添红
色灵魂，岚皋在大道河镇月池台村小米溪，
利用 1969 至 1973 年襄渝铁路“三线建设”
时期遗留的站房、隧道平行隧洞和爆破器

材库旧址等场地，投资建设了“三线建设精
神传承教育”基地，吸引了近万名川陕渝等
地的嘉宾旧友参观学习，成为党史、党纪学
习教育基地。 以 1934 年 2 月 23 日中国工
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过境岚皋县堰门
镇为素材，连接起以堰门村、长征村、青春
村为中心， 建设了红军道红色体验旅游项
目，成为当地知名研学体验基地。

红色资源丰富了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的实践载体， 该县以孟石岭镇易坪村甘棠
从小自学绘画、卖画成为画家，涅槃蝶变为
清朝宫廷画师的历史为线索，制作了《画师

甘

棠》
故事片，为“甘棠故里”民宿体系注入了文
化灵魂。

红色资源为延伸全域旅游链条拓宽了
发展路径， 岚皋在南宫山生态旅游景区创
AAAAA 景区、 岚河夜话实景演绎系统营
造、30 多个民宿集群建设、 大巴山国家旅
游度假区大草原等旅游开发项目中， 都有
效挖掘嵌入了红色文化资源要素。 在南宫
山大酒店、吉泰盛世酒店等重点酒店、餐饮
单位开辟“史志读书角”，布设岚皋地方党
史、方志等史志图书，营造红色文化氛围。

红色资源为旅游业强链延链补链增强

了文化底蕴，岚皋在“旅游强县”的战略实
施中，坚持“旅游+”“+旅游 ”，充分挖掘红
色资源 ， 增强了绿色生态旅游的红色
内涵 ，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既
赏岚皋多彩优美山水 ， 细品岚皋独特
美食 ，还读岚皋红色故事 ，感受岚皋红
色文化底蕴， 体验岚皋巴文化的浓厚魅
力 ，磨砺吃苦耐劳的坚毅品德 。 仅今年
“五一 ”期间 ，到岚游客、旅游业态综合收
入同比增长 20%以上， 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贡献份额稳步提升。

下一步， 岚皋县还将进一步加大红色
资源开发挖掘力度， 加强红色资源成果利
用，精心编制《岚皋红色旅游导图》，在生态
旅游建设中充分镶嵌红色资源要素， 用红
色资源提升全域旅游业态品质， 服务和美
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为旅游业的发展
润色添彩。

吊罐炖猪蹄、洋芋粑粑炒腊肉、小白
菜煎豆腐、油洋芋焖米饭……蔬菜现摘，
土灶现炒，厨师把锅颠得火星四射，一会
儿工夫， 一大桌质朴家常却极具当地特
色的佳肴就摆在了客人面前。

这是 6 月 3 日，记者一行在镇坪县曙
坪镇战斗村“王员外的家”看到的景象 ，
“王员外的家”是一户农家乐，环山抱水，
景色宜人，2017 年开始营业。 虽外观朴
素，看上去就是寻常乡村民宅，但因其用
土灶和家传的好厨艺，生意愈发红火。

前不久 ，1997 年出生的王俊义接手
了农家乐的经营权， 除了保留镇坪地道
的农家土菜，还新加了烧烤等美食，用以
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和喜好。

一桌充满烟火气的地道农家菜 ，能
吸引人驱车几十公里前来品尝， 但要让
“探店者”转化为“回头客”，实现“长红”，
甚至带动更深层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光
口味好远远不够， 周边丰富的农文旅产
业配套同样重要。

王俊义深知这一点， 他计划利用好

生态环境优势，将“王员外的家 ”逐步打
造成为集休闲娱乐、自助烧烤、采摘于一
体的休闲农家院。 镇坪“22℃夏天”是天
然优势也是金字招牌。 目前，通过这一优
势， 王俊义将空闲的 4 间屋子改造为客
房，供客人住宿。

门前的竹篱笆围着 2 亩多的菜园 ，
一畦畦划分整齐， 种着专供后厨用的小
白菜、莴笋、葱蒜等当季时蔬。 除了欣赏
田园风光， 游客还可到园子里采摘自己
想吃的，现点现炒。 菜园紧挨着一条河，

几棵高大的麻柳树成了天然的遮阳棚 ，
河滩上则搭建了凉棚，供更多游客休憩。

虽然目前只具雏形， 但王俊义对未
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他看好镇坪的生态
优势、纯天然食材，还有自身厨艺。 他相
信只要抓住游客的胃， 就能留住游客的
心。 他想发展起来后，让周边几户农户也
都种植瓜果蔬菜，形成连片的采摘基地，
带动大家一起赚钱。

今年以来， 石泉县坚持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县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
人民需求相一致，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走进石泉县城文化北路的财政局家属
楼小区，院内环境干净整洁，月季花竞相绽
放，不少住户在楼下凉亭里聊天乘凉，生活
十分惬意。 提起今昔对比，住户代新荣说：
“现在弄得多好，花也栽好了、路也整齐了，
看着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下楼了看着人
心情都好一些。 ”

财政局家属楼小区修建于 1998 年，10
栋居民楼居住着 308 户居民， 由于年久失
修、房屋老旧，环境脏乱等问题日益显现。
2023 年，石泉县积极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不仅将小区住宅楼墙面进行粉刷，楼顶
做防水处理，还对小区道路、绿化、照明、排
水、供电通讯线路等全面改造提升，同时新
增安防设施、充电桩、健身器材，使得小区
整体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自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以来， 石泉县已累计改造老旧小
区 36 个，使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居民的
生活品质得到实实在在地提升。

石泉县城财政局家属楼小区住户吴兴
勋表示，“通过政府改造， 我们小区整体的
生活环境、生活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
们在里面住得也很舒心、很高兴。 ”

石泉县城滨江公园原本是一片河滩
地，经过植树绿化，修建步道和健身场地安
装健身器材， 已成为市民主要的休闲健身
场所之一，每天早晚，都有许多市民到公园
散步、跳舞、打球。市民张嗣荣说：这里原来
是一片荒草地，看起来比较荒凉，最后通过
政府改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公园，大家在
这个地方锻炼， 享受着山清水秀的美好环
境。

由于滨江公园建设较早， 配套设施已
经老旧，加之市民休闲健身需求越来越高。
今年石泉县将滨江体育运动公园纳入民生
实事项目， 在滨江公园新建和改造多功能
运动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旱
冰场、气排球场、健身步道等，并更新运动
器材，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 项目于 3 月中旬动工，预计 6 月
底投入使用。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石泉县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实施绿
道贯通、水体治理、亮化提升、设施完善等工程，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 目前县城区共建成综合公园 2 个、专类
公园 5 个、社区公园 4 个、小游园 15 处、口袋公园 2 个，绿地广场
7 处、防护绿地 12 处，公园绿地总面积 98.58 万平方米， 以“生态
文明”为底色的城市和谐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

石泉县住建局村镇建设事务所所长姚雪说：“下一步，我们将
紧扣建设美好石泉‘五个五’总体思路，持续发力推进城市更新行
动，开展‘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不断完善县城公共服务设
施，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完善城市功能，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
闼送青来。 芒种时节，白河县
麻虎镇太和村农业产业园区
座座果蔬大棚在潺潺溪水的
环绕下静静矗立，其中生长的
圣女果 、西红柿 、黄瓜辣椒等
果蔬新鲜上市。 周围的一处农
家院落内，不时传来阵阵欢声
笑语，这正是“缤纷夏日、快乐
采摘”农旅活动的举办现场。

“我种了一辈子的地 ，别
看这些年轻人手脚快，我可不
怕。 ”“种菜我在行”趣味运动
开始前， 村民老李信心满满。
一行十个花盆 ， 将菜秧插进
去 ，再折返拔出来 ，这看似简
单的动作，不是与土地长时间
打交道的人却很难熟练掌握。
在村民们的齐声吆喝下，由麻
虎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组
成的红队终究不敌 “老农民”
班底的绿队。 而在夹豌豆比赛
中，年轻人靠着手脚灵活的优
势占尽上风。 “触摸泥土，真挚
鲜活。 ”参加比赛的年轻干部
小邸感叹道 。 虽地处秦巴山
地，麻虎镇始终重视耕地保护
工作，守住了寸土寸金的土地
资源，让青绿禾苗遍布镇域广
袤的土地。

发展的力量来自人民，发
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在这场干
群狂欢中，太和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成立的文艺志愿服务
队也献上了精彩演出。 动作整
齐划一、节奏明快洗脑的广场
舞深受群众喜爱，歌声高亢激

昂、 主题贴近人心的歌曲联唱
赢来阵阵掌声。 “端午佳节，祝
愿 太 和 村 的 乡 亲 们 端 午 安
康。 ” 太和村党支部书记阮国
志用一首耳熟能详的《朋友》致
敬勤劳的人民， 也将与民同乐
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近年来， 麻虎镇太和村坚
持实施“1234”工作法，推进五
治融合， 和美乡村建设阔步向
前。 广场舞、阅读室、健身广场
等“五室一场”不断健全，“戏曲
进乡村”“图书同读” 等文化活
动接续开展， 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逐渐丰富。

“太和村的圣女果熟了，青
色的最甜。 ” 这条消息近期在
麻虎镇内被广泛传播。 太和村
特色果蔬产业发展始终吸引着
镇域群众的目光。 春季的草莓
甜美可人， 夏天的果蔬清脆爽
口，端午节期间，亲子采摘、汉
服游园等活动激活 ‘农业+旅
游’的广阔前景。

立足 “麻松路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带”的发展定位，太和村
创新盘活村集体经济， 推动特
色农业、社区工厂、乡村旅游三
大产业蓬勃发展，温室果蔬、休
闲旅游、 农业体验等为一体的
农旅综合示范园区就是集体经
济结出的硕果。 下一步， 麻虎
镇将始终践行两山理论， 发展
“农业+旅游”， 组织开展更多
接地气、近人心、亲乡土的农旅
活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文
旅产业发展。

端午假期，宁陕县简约大气的“鹿柴
山集”、幽静雅致的“稻田舍”等民宿，以其
独特的风格和迷人的田园景色，成了外地
游客们感受自然风光、体验乡村风土人情

的理想之地，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西安游客于女士兴奋地分享道：“端

午来这儿，特别开心，感觉选了一个好地
方，天气也好，不热不冷，就适合出来玩。

小朋友来的时候，体验了小火车，还看到
农民伯伯插秧，体验感很足，这儿还挺有
人气的，既有人文的互动，又有动物的互
动，小朋友在这玩得很开心。 ”

夏日的宁陕县城关镇渔湾村，绿水环
绕、林木葳蕤，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直通
田间地头，朱鹮在稻田中翩翩起舞，民宿
室内设施齐全， 温馨整洁……假日期间，
不少游客被渔湾吸引，选择带着家人来到
这里，入住民宿 ，体验乡村生活 ，亲近自
然。

“我们民宿是 25 间房，6 月 8 日和 9
日都是订满的状态。客人基本上都是来自
西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客人都是亲子出
行，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月之前预定的。”渔
湾逸谷田园综合体负责人薛蓉介绍道，为
提升住宿客人的娱乐体验，渔湾还策划了
香薰蜡烛手工制作、漆扇制作、竹筒粽子
等体验活动。

端午节假期期间， 除了渔湾逸谷，同
在渔湾村的稻田舍也备受游客青睐。稻田
舍民宿管家黄太媛说：“端午假期我们稻

田舍民宿 8 间房的入住率达到了 100%，
客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群体为主前来游
玩的，今天正值端午佳节，为了让客人体
会到家的感觉，早餐我们也新增了粽子和
艾叶煮鸡蛋。 除了特色的早餐，我们还为
小朋友们准备了采桑叶喂蚕的活动，自己
动手摘桑叶，喂小蚕，临走时还能带走几
只小蚕写观察日记， 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游客都说暑假还要再带孩子来我们稻田
舍看荷花、摘莲蓬。 ”

渔湾村的火爆人气，也带动了周边群
众增收致富， 许多周边的摊主入驻景区，
售卖美食、玩具等，既方便了游客，也增加
了自己的收入。

“我们今天来渔湾卖果汁， 拿了几十
斤水果，游客很多，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
生意好得很。 ”摊主刘宝勤说道。

端午假期旅游的火热，正是源于宁陕
县近年来坚持将生态旅游作为首位产业，
并以精品民宿建设为抓手，统筹实施民宿
“六百工程”， 将村民闲置住房进行改造，
变民房为民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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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游客体验乡村生活，发展“宿”经济，打
造了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画卷。

初夏时节插秧忙，时下，正值水稻移栽插秧的好时
节，汉阴县漩涡镇凤堰古梯田全面进入插秧期，在漩涡
镇堰坪村，当地的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正有条不紊地组
织人力进行水稻插秧，起秧苗、运秧苗、抛秧、栽秧，古梯
田里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我们采用铁犁牛耕的传统耕作方式，纯生态培育、
栽种、管护，种植出的大米颗粒饱满、爽口劲道，深受消
费者欢迎。 今年我们农场种植了 200 多亩水稻田，预计
产量 10 万斤以上，收入能达 50 万元左右。 ”堰坪生态种
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明荣信心满满。

堰坪村支部书记吴新树介绍道：“堰坪村位于凤堰
古梯田景区的核心区域， 结合农业生产和大地景观培
育，鼓励种粮大户和村民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发展优质
水稻、油菜种植，不断拓宽致富路径，让村民在老祖宗留
下来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吃上‘生态饭’”。

据悉，凤堰古梯田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两
百多年的历史，粮食种植总面积 1.2 万余亩。 近年来，漩
涡镇依托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农旅融合，实行稻油轮作，
通过加强产业奖补等政策支持、撂荒地清理、引进优良
品种等措施，多措并举提升粮食供给能力。 同时提供免
费种苗、生产培训、订单引进等服务，激励群众发展产
业、持续增收，让凤堰古梯田成为汉阴“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实践样本。

住“王员外的家” 品地道农家味
记者 于延琴 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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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民宿带火宁陕乡村游
通讯员 谌敏 王金娥

农旅花开乡土间
通讯员 雷应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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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邱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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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客似云来 农家小菜园

田间插秧忙

游客体验小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