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一簇秧， 秋天一斤粮。 眼下的旬阳市石门
镇，农民忙碌在田间，积极开展一系列的精细化夏管
工作，为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健康生长保驾护
航。

天一亮， 石门镇王家坪村种粮大户张有林便来
到田间，将灌溉水渠闸门打开，稍远的地块则采用抽
水泵抽水的方式让涓涓溪水注入稻田。 种植经验丰
富的张有林一边忙碌着一边介绍道， 目前水稻已进
入分蘖期，这个时期田间水量深浅尤为重要，在分蘖
初期至分蘖盛期要实行浅水勤灌， 当全田总茎蘖数
达到一定数量时，要根据水稻长势进行排水晒田，控
制减少无效分蘖及病虫害发生，促进根系生长，为壮
秆大穗打下基础。

“我现在用无人机飞防， 减少了不少人工的投
入，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我家 300 余亩的稻田飞完，
省时省力的同时也促进我的‘贡米’产业节本降耗、
提质增效。”张有林高兴地说。走进王家坪村“石门贡
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绿意连绵、生机盎然，绿色
波浪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伴随着一阵阵旋翼转
动声，植保无人机在张有林的操作下腾空而起，装载
着农药的无人机低空掠过稻田， 旋翼下巨大的气流
推动农药雾流均匀喷洒在禾叶上， 呈现出一幅高科
技现代化农业生产美景图。

“三分种，七分管”，不误农时促夏管。 在石门镇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点，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油
油的景象，高高耸立的玉米苗排列整齐、横竖成行，
行间套种的大豆棵棵茁壮成长， 在阳光照射下熠熠
生辉，“精神头”十足。种植户们忙着在自家的玉米地
中耕锄杂草、培土垒兜、追施苗肥等促进玉米稳长渐
长，同时种植户还会根据大豆在生育前期植株、根系、茎叶、分枝、花芽
生长发育速度快的特点，及时进行大豆间苗、定苗和除草等。 镇农业技
术人员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手把手分类指导农户进行农作物
追肥、施药防病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

管好沃土良田，稳固粮仓“地”基，早在今年春耕时期，石门镇辖区
内 12 个村就已经组织人员对农田的排涝沟渠进行排查、 疏通并对排
涝、灌溉设施进行检修。 进入汛期后，石门镇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定期
组织机械清理河道、 腾空沟渠， 及时排除农田内涝等粮食生产安全隐
患，以化解极端天气给粮食作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抓好病虫害防控，也
是石门镇抓夏管保秋粮的“关键一招”。 石门镇特邀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专家在谌家院社区和王家坪村召开 2024 年水稻田管暨病虫害防控
现场培训会，在强化广大种植户田间管理水平及技术要领的同时，还结
合辖区实际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 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农时不等人，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管好，粮食丰收才能从希望变成
现实。 当前，旬阳市石门镇的干群们正上下一心，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
任，不断向着稳面积、增产量、提质量的目标笃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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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源之夏”文旅推介活动在叶坪镇举办
通讯员 张彬 赵培培 张琛琛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稳 刘顺枫
杜敏）6 月 27 日，“夏之韵” 美食烹饪
大赛在宁陕县筒车湾镇举行，来自 11
个镇的 16 名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
秀厨艺。

“我做的菜是粉皮炒腊肉，这个菜
的配料有粉皮、腊肉，腊肉是我们自己
养的土猪。 这个粉皮也是我们自己加
工的，是宁陕的一道特色小菜。 ”来自
梅子镇的 3 号选手聂本凤说。

本次厨艺大赛以神仙豆腐、 宁陕
特产、夏季时令蔬菜等食材为主，现场
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热菜一道、 凉菜一
道，每道菜制作三份，各参赛选手需要
在 40 分钟内完成菜品现场制作。

比赛中，各位厨师精神饱满，胸有
成竹，厨艺程序有条不紊，动作娴熟，
各显其能，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精湛厨
艺，挥铲舞勺，热油、翻炒、调味，瞬间
整个现场香味扑鼻。 不一会儿，“蒲木
耳炖土鸡”“干蕨菜炒腊肉”“凉拌青藤
嘎嘎” 等各具特色的菜肴一一展现在
评委眼前。 随后， 评委们对参赛选手

的比赛成绩进行了现场评定和打分，
参赛选手精湛的厨艺得到了评委们的
一致好评。最终，大赛评委通过对菜品
色泽外观、口感味道、特色创意及健康
营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分别评选
出金奖 1 名、银奖 2 名、铜奖 3 名。

“今天，有幸担任了宁陕烹饪技术
比赛的评委， 我对这次比赛感到很好
奇， 因为我从来没到山里边参加过这
么一个比赛，看了这个菜之后，全部都
用的是咱们当地的土特产，很有特色，
让我很受启发。”评委樊建国给予此次
比赛高度评价。

近年来， 宁陕县充分利用好丰富
的农业资源、 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璀璨
的农耕文化， 把乡土美食作为展示地
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宣传乡村风
土人情的重要手段、 连接农产品和消
费者的重要纽带，持续做好“土特产”
文章，推动美食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宁陕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声誉，
打响“宁陕味道”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陈洋 高歌）6 月 29 日，白河县第二届“情系陕鄂·
畅游汉江”游泳比赛成功举办。开幕式上，推介了白河旅游资源，郧西三
弦《织女回乡》、白河独唱《白河我深爱的家乡》等极具两地地方特色的
节目， 让大家感受到了白郧两地的风土民情和人文底蕴， 博得满堂喝
彩。在随后的游泳比赛中，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跃入水中，比赛正式
拉开序幕。选手们你追我赶、劈波斩浪，江面上翻滚起阵阵浪花，在碧绿
的江水中，呈现出一道速度与技术较量的风景线。

据了解，本次比赛吸引来自各地的 23 支代表队共计 381 名游泳
爱好者参与，共设置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组、女子中年组
4 个组别，活动结束后，分别对 4 个组排名前 20%的选手颁奖。

白河县举办第二届“情系陕鄂
畅游汉江”游泳比赛

时下，汉阴县城关镇 2000 余亩蜂
糖李陆续成熟，硕果压枝，一颗颗蜂糖
李饱满圆润，微风拂过，果香四溢，果
农们穿梭于郁郁葱葱的产业园，采摘、
分拣、装筐……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今年的李子肉质细腻、清脆爽
口、汁液多、吃起来非常甜、没有苦涩
味道，目前，我们的李子园一共有 350
亩，今年能达到 30 余万的产值。”在长
窖村蜂糖李产业园， 产业发展指导员
张鹏一边小心翼翼采摘成熟的果子，
一边介绍道。长窖村从 2021 年开始发
展蜂糖李，按照“一年育苗、两年壮树、
三年挂果”推进，今年已进入丰产期，
该产业园在村集体合作社的带动下，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 30 余个就业岗位，
李子产业也逐步走向规模化和品牌
化， 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农旅融合特
色产业。

据了解， 汉阴县城关镇地处月河
川道经济带核心区，近年来，该镇积极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辖区土壤富
硒含量高、水分光照充足、环境温度适
宜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大力发展
特色林果产业，先后在赵家河、月河、
草桥、长窖、中坝五个村发展蜂糖李产
业， 种植出来的蜂糖李果形大、 色如
玉、口感好、甜度高，深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经检测，果实可溶性糖含量超过
13%，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观光
采摘， 很多县内外水果商也会慕名前
来订购。

产业是民生之本、富民之基、致富
之源。 好品质、好口碑、好销路的汉阴
城关蜂糖李是该镇特色林果产业的一
张靓丽名片， 通过持续推动林果产业
朝着农旅融合的方向发展， 促进了镇
域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绘就了产业
兴、村民富、农村美的新画卷。目前，该
镇五个村的蜂糖李已进入采摘季，预
计采摘期持续到 7 月下旬。

今年以来，石泉县城关镇通过“统规自建、自负盈亏”的方式开展村
民乡建行动，鼓励村民新建或改造一批精品民宿、特色农家乐，让“赏农
家景、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
成为乡村旅游新业态。

在城关镇元岭村村口，一栋四层高的民宿显得格外醒目，里面接待
大厅、多功能宴会厅、客房、茶室等一应俱全。 去年，元岭村村民李军趁
着全县开展村民乡建行动的机遇， 依托良好地理区位优势和毗邻汉江
的优美风光，将自家房屋重新装修，打造成休闲度假、体验特色美食的
民宿。

“开业至今生意还可以，最多的一天接待了 40 桌客人，节假日基本
上都是满的，毛收入也有 200 余万元吧。”满脸笑容的李军，掰着手指头
算起了自己的收益。开办民宿不仅给李军增加了收入，也为附近村民创
造了就业机会。“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周边的村民请来临时帮个忙，打
扫下卫生，端个盘子，临时的就是 150 元一天，长期在我这干的工人有
10 多个，每年人均工资能拿到 4 万元左右。 ”

在城关镇堡子社区，一家新改建的民宿于 7 月 1 日正式营业。清新
别致的小院、绿树成荫的小道、宽敞舒适的房间、再加上现代的简约陈
设，让原本普通的民房完成了华丽蜕变。民宿负责人王文迪此前在西安
工作，了解到每年假期家乡石泉的宾馆民宿一房难求，现在政府正在开
展乡建行动，大力扶持民宿产业发展，于是从去年 10 月开始，他返回家
乡，用了半年多时间，将自家的房屋精心改造成特色民宿。 王文迪说：
“目前总共是有 7 间房，都是套间的形式，特别适合家庭亲子游的群体，
带着全家人出来散心踏青、游玩休闲，感受陕南的绿水青山，品尝石泉
当地的特色美食。 ”

自开展乡建行动以来， 石泉县城关镇强化规划引领， 统筹资源要
素，坚持以群众为主体，按照“有强烈意愿、有资金实力、有经营人员、有
厨艺基础、有服务意识”的“五有”要求，以景区景点周边、汉江和国道沿
线为重点，动员群众发展民宿，全面改善乡村发展面貌，努力打造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石泉县城关镇党委宣传委员杨娥介绍说：“当前， 我镇正在积极为
15 户有意愿发展民宿产业的农户进行房屋改建、新建工程。 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继续动员农户利用闲
置的住房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以点带面、串珠成线，提升全县全域旅游
接待水平。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石泉县假日高峰‘一房难求’的现状，同时
也‘变闲为宝’，提升群众收入，进一步推动乡村环境提升、健全乡村产
业链条、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构建全民共享的新格局。 ”

精彩的舞蹈、动听的歌曲、扣人心弦的川剧变脸，
手彩魔术、杂技表演等，让现场观众们看花了眼，掌声
和喝彩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6 月 28 日，汉滨区“恒
河源之夏” 文旅推介暨叶坪镇庆祝建党 103 周年活动
在叶坪镇桥亭村举行。

“恒源福地、原乡叶坪”。 地处汉滨“北极”、秦岭南
麓，恒河源头，森林覆盖率 90%以上，自然环境优美，气
候适宜。 下午 4 点，在叶坪镇桥亭村恒河壹号院，前来
参加活动的群众早已整整齐齐地坐成一排排， 受表扬
的党员和群众胸前鲜红的绶带格外醒目。

“欢迎大家来到恒河福地、原乡叶坪……”叶坪镇
党委书记白锋致欢迎辞，推介“恒河源之夏”旅游系列

活动相关情况。 叶坪镇镇长荆承新宣读命名表扬决定，
现场对 8 名优秀共产党员、1 名优秀党建指导员、3 名
优秀志愿服务工作者、3 户孝义家庭、1 名担当作为好
干部、3 名产业发展先进个人进行了表扬。

“今天受到表扬，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今后我将更
加努力工作，服务好群众。 ”担当作为好干部吴吉利表
示。

传承孝义文化，培育文明风尚。 随后的孝义文化进
乡村文艺汇演点燃了现场群众的热情。

演出在舞蹈《中国龙》中拉开了帷幕，歌曲《最美的
歌儿献给妈妈》、川剧变脸、手彩魔术、杂技、八岔戏等
节目依次上演，整场演出精彩纷呈，让广大群众在赏心

悦目的同时，又受到了良好孝义文化的熏陶，营造了家
庭和睦、向上向善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近年来，叶坪镇紧紧围绕生态旅游、产业富民、文
化惠民、秀美叶坪这一条主线，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这
一底线，依托生态优势，围绕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农耕
文化和孝义文化等内容，坚持走产旅融合、文旅融合、
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让美丽乡村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
美好家园、心灵宁静回归的生态乐土。

目前，叶坪镇已建成“恒河壹号绿烟人家”民宿。 该
民宿位于叶坪镇桥亭村一组， 地处恒河上源， 秦岭腹
地。 群山环抱，绿水环绕，山水相映，自然成趣。 该民宿
由当地返乡青年致富带头人投资三百余万元， 将原屋
场及部分集体房屋改造建成。 可以满足三十多人住宿，
五十多人就餐，配套棋牌娱乐、休闲康养设施。 同时开
发了休闲观光、森林探秘、徒步穿越、溶洞探险、溯溪戏
水、古村游览、红色记忆、农耕体验等项目。

叶坪镇四季分明，冬日赏雪、春日赏花、夏日避暑、
秋赏红叶， 是安康境内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 海拔
2000 米以上山峰 20 座，溶洞、盲谷、落水洞等地质奇观
分布集中， 这里还有安康境内目前保护最完整的一处
天然次生林， 参天大树遮天蔽日， 是动植物栖息的宝
地。 这里有秦岭四宝之一的羚牛、珍稀的秦岭斑羚、明
鬃羊、红腹锦鸡等保护动物，夏季平均气温在 22℃，是
理想的避暑胜地。

据悉，叶坪镇将秉持“原乡、原味、原生态”的发展
原则，充分发掘红色文化、古栈道文化、农耕文化和传
统文化，持续打造高山草甸、原始溶洞、千年古木名树
等自然景观和明清戏楼、李家院子、晚清私塾等人文景
观及王家坪红色革命纪念地在内的高山民宿集群，发
挥整体连片带动效应。

“叶坪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对红
色土地的致敬探访，也是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追寻。 未
来， 全体叶坪人将不忘初心与担当， 继续发扬红色传
统，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叶坪力量。 ”叶坪镇党委书记
白锋说。

一乡一宿绽异彩
通讯员 麟焱 王利 董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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