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场雨水浇灌后， 群山环抱的汉阴县城关
镇三元村宛如世外桃源，凤凰山薄雾弥漫，错落
有致的农家院落与汉漩路两旁的绿树相映成
趣，整洁卫生的乡村面貌让人眼前一亮，呈现出
一幅文明和谐的美丽田园风光。

“现在村民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越来越强，
每家每户的庭院都变得干净整洁， 房前屋后的
花草树木品种很多，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群
众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三元村党支部书
记陈忠秋介绍，自“千万工程”推进以来，带着村
民建设“美丽乡村”，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乡村
“颜值”有了质的变化，村民们都赞不绝口。

斑斓的画卷，在踔厉奋发中铺陈；绿色的华
章，在接续奋斗中书写。三元村美丽乡村建设是
汉阴县城关镇推动“千万工程”取得良好成效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镇以“春季见花、夏季见
绿、秋季见果”美丽田园的绿美乡村为目标，组
织 19 个行政村和 11 个社区持续开展“刷新”乡
村颜值行动。 该镇按照“明责任、广宣传、查短
板、抓整改、强落实、促长效”机制，采取“党委带
动、支部推动、党员促动、党群互动”举措，动员
党员示范引领，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了“党群共
治、户户参与”的人居环境治理模式。 通过开展
农村危旧房屋改造、 污水处理工程提升、 农村
“厕所革命”、村庄清洁治污，不断提升乡村“颜
值”，擦亮了人居环境宜居“底色”。

“过去， 大家没有爱护公共环境卫生的意
识，生活垃圾露天一堆，很不美观。 现在村里统
一配备了垃圾箱，虽然倒垃圾多走了几步，但大
家逐渐养成了好习惯，村里越来越美了。 ”谈起
村民环保意识的转变， 中堰村三组村民李小利
感慨万千。在他的印象里，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中
堰村乱堆乱倒问题一直影响着村容村貌， 现在
乱丢乱扔之风消除了，乡村道路干净整洁了，欣
欣向荣的民兵生态园产业更是为美丽乡村建设锦上添花， 吸引了大量
的外来游客入村观光，中堰村彻底撕掉了“脏乱差”的标签。

从曾经的“三堆五乱”村到如今的颜值刷新，中堰村人居环境的华
丽蝶变，正是汉阴县城关镇持续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真实写照。既
要让乡村有“面子”，也要有“里子”。 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乱堆乱倒，这
些难题都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拦路虎”。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场硬仗，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今年以来，该镇注重从群众思想转变上着手，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并积极开展“美丽宜居村庄”“最美庭院”“卫生示范户”创建活动，让邻
里之间互比互学， 让爱护环境卫生逐步成为群众的行动自觉， 群众从
“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加入”，全镇各村按照“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
清污淤”的工作部署，采取通村主路“专人扫”、通户小路“轮流扫”、屋前
房后“评比扫”，集中“清死角、扫盲区”，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行动，
充分激发了辖区群众“主人翁”意识，形成“人人支持、人人配合、人人参
与”的浓厚氛围，共治、共享的美丽乡村成果也让辖区群众有了更多的
幸福感。

从“庭院美”到“村庄美”，从“一处美”到“处处美”，从“生态美”到
“认识美”。 汉阴县城关镇持续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在绿化、亮化、硬化、
美化上下功夫，村容村貌和乡村旅游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一幅“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画卷在汉阴城关徐徐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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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白河县仓上镇紧扣生态经济化、经济
生态化“绿色发展”脉络，引导市场主体、村集体经
济围绕“一村一品一产业”的发展思路，有效利用
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种养殖产业，已逐步
形成区域特色。

夏日雨后的乡村， 清爽宜人。 站在仓上镇石
关村早阳沟山顶，满目青翠的木瓜林里，银白色彩
钢棚星罗棋布， 十分醒目。 从林下养殖基地传出
的一阵阵鸡鸣声此起彼伏，漫山回响，曾经空旷的
大山上，如今已是生机盎然。

当日头爬上云端，又到了给鸡喂食的时间，在
幼鸡养殖区， 饲养员秦武新给几个鸡棚依次调好
滴饮开关，再往食槽里添足食料，鸡群便如潮水般
涌来，啄食的“嘣嘣嘣”声像暴雨击打在顶棚上一
般密集悦耳。 秦武新告诉笔者，正在喂食的是三
黄鸡，属于大体型品种，5 月下旬通过苏陕协作机
制从江苏引进，现在已长到两斤多，两个月后体重
达到 5 斤以上就能出栏。

在塑料网隔开的另一个放养区， 漫山遍野的
成年黑窑鸡在木瓜林下追逐嬉戏，刨土觅食，几只
大鹅看见生人便引颈抖翅，发出“嘎嘎”的报警声。
和相连的两个放养区一样，这里也建有休息室、厨
房，配置了常用生活设施用具，还有用网子围起来
的菜园，种着各种蔬菜。

这片养殖区域是一对姓秦的夫妇在管理，他
们白天黑夜都吃住在山上，很是辛苦。“我有 13 个
鸡棚， 前两批养了 6000 只，8 月份还要再来一批
鸡苗，一年养 1 万多只，一只鸡赚 10 元，收入就算
不错了。 ”秦师傅说，林下养鸡省工省力也省心，
山上一梁二坡有一千多亩木瓜林和杂木，四周都
扎了拦网，还装有监控，鸡跑不出去，猫狗也钻不
进来。 夏天山上比山下凉快，风景又好，夫妻俩一
边巡山放鸡，一边赏景养生，日子倒也快活。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老林，每年还要
投入一定劳力和资金来管护木瓜。 现在放养跑山
鸡，顺便把林子也看护了，鸡粪还是改善土壤的好
肥料，能使木瓜品相更饱满，真的是一举多赢。 ”
石关村党支部书记秦林新介绍说，去年新建的 25
个鸡棚属于村集体资产，村上以每年每棚 2000 元

的价格租赁给养殖户使用， 减少了农户搭棚建圈
的投入成本，也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2022 年，石关村的木瓜硒鸡经过乡贤创业能
人秦维勇的推介运作， 以上好的品质很快在北京
打开了市场， 打出了品牌， 后来又推上了京东货
架， 销往全国各地。 打通了销售渠道后便要扩大
产量规模。 2023 年，仓上镇党委、政府在石关村新
修产业路 4.6 公里， 并经镇人大议事会议票决通
过，新增 25 个标准化鸡棚建设项目，每一个棚舍
都通路、通水、通电，优化了生产运输能力，基地年
养殖量由起初 2 万只增加到 6 万多只。 在政府的
组织协调下，石关村养殖合作社与农庄、槐坪、天
宝等山林资源好的村组结成产业合作联盟，以“分
养保收”和“集体经济+养殖户”合作的形式，抱团
合伙把木瓜硒鸡打造成仓上品牌产业。

依托“合作联盟”这个共享链条和丰富的山林
资源， 农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林下养殖产业快
速发展起来。 去年，合作社放养的 3000 多只跑山

鸡，除了联盟保底销售到北京，还通过驻村第一书
记直播带货线上促销，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购买，实现了经济效益“开门红”。 今年，农庄村在
政府及帮扶部门的支持下， 对养殖区土路进行了
硬化，对水电设施进行了完善，计划全年养殖林下
鸡 6000 只，将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0 万元。

在培育和甄选产业项目上， 仓上镇每个村都
根据自身优势量体裁衣，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百
花竞放、不拘一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雏形。
东庄村利用境内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 以汉江黑
猪为村集体经济支柱产业，年散养黑猪 500 余头，
同步发展黄姜、 甘蔗酒， 走上了独具特色的产业
路。石关、农庄、东庄等村的林下产业，是仓上镇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一个缩影。 红
花村的黄姜、火龙果，灯塔村的生猪，槐坪村的蜂
蜜、高山莲菜，天宝村的茶叶，裴家村的黄牛，马庄
村的水稻……“一村一品”各具优势，为乡村发展
源源不断地注入新活力、赋予新动能。

时值仲夏，万物向阳，鲜果云集，正是
黄桃丰收的好时节。在汉滨区关庙镇文化
村李丹桃园数百亩的桃林中，一颗颗金黄
硕大的黄桃缀满枝头，空气中都是甜蜜的
味道。 小小黄桃不仅带来了夏日美味，也
让关庙镇的村民实现了产业增收。

走进桃园， 只见果农们穿梭在桃林

间，娴熟地采摘成熟的桃子，不一会儿，个
大饱满的黄桃就被装入精美的果盒里，销
往全国各地。

“你们摘采光好的地方结的果子，这
样的才甜。 ”桃园负责人李增义正指导游
客采摘技巧，时不时还接到外地客人打来
的订购电话，七月的山坡上，他忙得不可

开交。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眼前枝

繁果硕的“花果山”，昔日却是一片秃岭荒
山。桃园负责人李增义曾过着一贫如洗的
日子，带着 7 岁的残疾女儿李丹和一家老
小搬迁至此， 开荒种果， 历经 20 余年艰
辛，终于将此地变成了“金山银山”。

“我们果园占地面积有 300 余亩，今
年桃子长势不错，果实饱满，口感也很好，
产量预计有五万斤，现在每天销售量都在
2000 斤左右。 ”谈及今年的收成，李增义
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如今， 每当园区到了开花季与采摘
季，慕名而来的游客便络绎不绝，既能体
验动手采摘的乐趣，又能欣赏秀美的田园
风光，各个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我们是专门开车过来摘桃子的，他
家的桃子又大又甜，风景也特别美，我这
周已经第三次带朋友过来了。 ”游客薛女
士笑着说。

一颗黄桃铺出走向振兴的“甜蜜路”，
不仅让游客尝到了甜头，更让村民过上了
在家门口增收就业的“甜日子”。

“最近黄桃丰收了，天天有活干，一天
下来还能赚 150 元， 我很知足了……”桃
园务工村民王开兰一边干活一边拉着家
常，言语间满是感慨。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汉滨区
关庙镇党委、 政府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民增收为目的，大
力发展畜牧、林果、蔬菜、食用菌、中药材
等特色产业，全镇培育区级以上农业园区
8 个、农业合作社 69 个、农业生产公司 5
个、家庭农场 25 户，累计培育各类乡土人
才 1200 余人，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竭
的动力。

“下一步，我镇将按照资源整合，扶持
推动的发展思路，推进经营主体朝着专业
化与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富民强镇的目标。”关庙镇副镇长
何忠早说道。

大暑过后，走进旬阳市红军镇人大代
表、种羊生态繁育基地负责人汪义炜的波
尔山羊养殖基地，远远就能看见身穿工作
服的汪义炜给羊喂草。

每天清晨五点，晨曦中的山村还在一
片静谧中时，汪义炜一家人就已经开始忙
碌起来，打扫圈舍、喂羊……一年 365 天
几乎天天如此。

汪义炜平时喜欢在网络媒体平台

“晒”羊，经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羊一边给羊
录制视频，再配以动听的音乐和个性的文
案，每次发到短视频平台后，点击量都非
常高。打开抖音视频，只见名为“陕西汪氏
牧业 纯种波尔山羊繁殖”的账号上，全是
关于羊群的内容， 新发布的一条视频中，
成群结队的羊群在山坡上欢快吃草，看起
来好不惬意。 村里人都说，汪义炜多才多
艺不简单，发家致富很有本领。

从来创业维艰，回溯汪义炜的创业之
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为了生活，汪义炜早
年间带着全家老少在大城市开过饭店、超
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迈的父母越
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一心想让儿子
回老家发展。 孝顺的汪义炜思虑再三后，
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决心返乡创业，他坚
信凭着自己踏实勤劳的拼搏精神，在家乡
的土地上也能有一番作为。 “我想用实际
行动证明，乡村也能开拓出一条致富路。”
经过考察，汪义炜发现茨坪社区十组刘家
沟气候适宜，植被资源丰富，发展林下养
殖很有前景。 说干就干的汪义炜，立马开
始着手进行修路、拉电、拉网……很快弄
好了基础设施。

通过在干中学、学中干，汪义炜也逐
渐掌握了羊的生长规律， 学会了饲养、防
疫等技术。 汪义炜说：“羊饲料不用发愁，
玉米、麦麸就行。地里的青草、晒干的红薯
藤、落在地上的干树叶都行，油葵花盘、玉
米秸秆也是好草料。”由于饲养精心，汪义
炜养的羊都长得膘肥体壮。今年 4 月，150
只母羊产了 280 只小羊羔，6 月的时候，
他又引进了 20 余只大马士革山羊。如今，
汪义炜的养羊基地已经小有规模，当地村
民提起他，也总是竖起大拇指，止不住地
夸赞。

一路摸索一路总结经验 ，汪义炜掌

握了科学的养殖和管理方法 ，主要包括
羊饲草的量化处理 、种羊的培育 、育肥
羔羊的快速生长 、粪污收集处理 、草料
及粪污机械化传输装置等 ，他打算充分
利用自己掌握的养羊技术 ，与乡亲们一
起创办集改良 、繁殖 、供销一体化的大
型林下养殖基地 ，带领周边村民们一起
走上共富路。

随着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扩大，现在的
汪义炜每天要花大量时间接待来访的客
商，答复咨询养羊技术及预防、治疗羊病
的养殖户。即便是平时与他没有业务往来
的陌生养殖户向他请教，他都一一倾囊相
授。 有人说汪义炜太傻了，分文不取就把
养羊技术白白传授给别人，汪义炜听到这
话，总是摆摆手笑着说：“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哪能计较这些，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就
要多替他们考虑， 我把自家的羊养好了，
也要带领大家一起发‘羊财’。 ”

这几日 ， 汪义炜正抓紧时间备草
料，因为马上要去榆林市参加由陕西省
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站组织举办的家庭
农场财务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 新的学
习机会与交流平台 ， 使汪义炜更添信
心 ，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 ，他希望自己
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为乡村发展做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

养养羊羊有有““经经”” 致致富富有有““道道””
通讯员 王登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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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汪义义炜炜在在放放羊羊

林林下下养养鸡鸡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青山）7 月 27 日至 28 日， 由宁陕县主办的
“21℃的夏天，清凉宁陕欢迎您”旅游宣传推介活动走进西安社区。活动
通过秦岭四宝玩偶互动、展板展示、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在西安市曲江
紫御华府、东郡、乐居小区、书香林苑等社区向居民推介宁陕夏季旅游
线路和景区、民宿等旅游产品。

“你们这个活动挺有意思，下周还来吗？ 我喊我几个朋友也过来参
加，顺便动员他们一起去宁陕旅游！”家住书香林苑小区的王女士说道。

活动现场，社区居民在定向寻宝闯关游戏中化身“秦岭自然保护小
卫士”，不仅体验了寻找宝藏的乐趣，更深刻认识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和宁陕的自然之美。秦岭四宝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卡通玩偶与观
众积极互动，开展宁陕文旅知识问答、宣传推介宁陕景区、民宿，让西安
居民对宁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县文旅投公司和宁陕港青旅旅行社推
出的亲水游、自驾游等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以及山货大集展
示的宁陕山珍，受到社区居民青睐，现场咨询络绎不绝。

据了解，宁陕县坚持“一季一主题、一月一活动”，采取“线上+线
下”“县内文旅活动+县外宣传营销”模式。 今年以来，已开展文旅特色
引流活动 65 项 149 场次。先后在北京、重庆、金坛、西安、安康等地开展
生态旅游专场推介，瞄准大关中旅游市场，精准策划 10 场“21℃的夏
天”清凉宁陕走进西安社区专场活动。 截至目前，走进西安社区活动已
举办 8 场次， 仅 27 日至 28 日四场活动吸引了 6 万余名西安市民参与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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