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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在宁陕的时光，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
一个更加贴近自然和乡村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 ”7 月 1 日
至 2 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 20 余名师生在宁陕开展访问交流
活动期间， 学生 Amaya Marion 对于宁陕的自然风光赞不绝
口，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再来好好游玩一番。

近年来，宁陕县将“生态立县、旅游强县、林业兴县”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紧紧围绕“建设生态经济强县，建成一流
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目标，依托本地特色生态旅游资源，在
山水上大做文章，坚持一业引领、多业融合，突出“三大主导
产业”， 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加大旅游宣传营销力
度、促进旅游融合快速发展，生态旅游招牌得以擦亮，生态旅
游品牌建设势头强劲，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服务能力提升

“我是从西安来这边玩的,今天到得比较晚，没找到房子,
交警同志热心地帮我们找到了党校这边，这边的工作人员也
都非常热情。 ”来自西安的游客孙静激动地说，宁陕这个地方
让她心里非常温暖,有家的感觉，下次旅行还会过来。

“五一黄金周”期间，宁陕县迎来旅游“小高峰”,游客数量
显著增长,县城及周边景区住房紧张。 当晚,县假日旅游服务
保障办公室迅速响应,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协调县委
党校和周边酒店、民宿等场所 ,保障 300 余名游客顺利入住 ,
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

好评的背后，离不开宁陕县致力于提升旅游服务接待能
力。 在清明、五一等重要节假日期间，该县积极行动，在节前
进行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节中，在全县重点路段、重点景区安
排警力值班执勤， 组织志愿者在高速路口等地做好旅游引
导、服务保障等志愿服务工作，县城所有机关单位的停车场、
卫生间全部对外开放，全方位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贴心优质的接待服务是留住游客的重要方式，而提升周
边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则能“拴住”游客的心。 为此，宁
陕县各大民宿集群项目加速建设，目前已运营和即将建成民
宿达 50 余处，旅游承载力随之不断提升。

同时， 该县也注重以专业优质的接待服务给游客提供
“舒心”的居住和旅游环境。 积极聘请 11 名乡村规划师和乡
村运营师，参与全县的生态旅游规划建设工作，举办多期“民
宿管家”培训班，提升民宿管家服务人员以及农家乐从业人
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此外，该县还上线运营“宁陕全域通”智慧旅游服务平
台，开通直达上坝河、悠然山等景区景点的旅游公交……一
桩桩、一件件举措方便了游客的出行，也让该县服务更有温
度，彰显了旅游好形象。

随着宁陕县接待服务承载力、接待力的不断提升，宁陕
“回头客”日益增长。 每逢周末，宁陕“周末游”势头更是强劲。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没有终点，宁陕县生态旅游发展中心
副主任李青山表示，“我们将持续加强旅游服务保障工作,不
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旅游体
验。 ”

营销力度加大

“此次推介活动进社区， 给居民带来了宁陕的山水文化
体验，让大家了解宁陕、走进秦岭，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为孩子们营造了快乐难忘的暑假体验。 ”西安安居物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自己也对宁陕的清凉之旅充满期待，等到假期
一定要和家人朋友去旅游。

7 月 28 日，以“21℃的夏天·清凉宁陕欢迎您”为主题的
文旅推介活动分别走进西安书香林苑社区和曲江乐居社区。
通过文旅融合、沉浸互动的方式，把“清凉宁陕”带到“炎炎夏
日”，为广大西安市民送上了福利。

西安游客对宁陕之行的满怀憧憬，则恰恰是宁陕县不断
“走出去”开展宣传营销的生动体现。 该县将生态旅游作为首
位产业，积极“走出去”宣传推介，先后到西安、安康、重庆、金
坛、北京等地开展宣传营销，推介宁陕精品民宿和特色旅游
线路。 开展走进西安居民社区的系列活动，与当地政府和文
旅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有效扩大了“21℃的夏天·清凉
宁陕”IP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宁陕夏季避暑游持续升温。

在“走出去”宣传推介的同时，宁陕县还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在本县区内举办丰富多样的精品赛事
活动，将游客“引进来”。

宁陕县坚持“一季一主题、一月一活动”，成功举办环子
午湖自行车赛、“冰雪宁陕·童话世界”旅游季、“春来早”旅游
季、秦岭兰花节、悠然山海棠文化节等系列活动，精心策划了
筒车湾漂流大赛、 山地越野挑战赛、“欢乐冰雪·健康中国”
2023—2024 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等面向全国的精品体育赛
事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参
赛旅游。

旅游宣传营销的加强，离不开营销方式的不断创新。 该
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宁陕全域通”微信
小程序，方便游客一键畅游宁陕；邀请旅行社、网络达人等前
来探店， 深度体验推介宁陕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整
合景区和民宿旅游产品，推出“住民宿＋游景区＋品美食”的
优惠促销活动，打造乡村旅游、森林康养、科普研学等特色旅
游线路。

此外，该县还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持续
发布宁陕旅游攻略、美食推荐、旅游动态。 在西汉高速、宁石
高速等重要对外通道制作张贴大型广告牌，鼓励文旅企业在
县域外城市投放旅游宣传广告。

近日，宁陕最新城市形象宣传片《小城宁陕 心宁身安》
陆续在安康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
咸阳机场等平台亮相，引起广泛关注。

一系列创新的举措让宣传营销“活起来”，从而有效扩大
了宁陕旅游的对外影响力，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人数大
幅增长。

融合步伐加快

“这个书屋的建设感觉特别有新意， 让我们在游玩的闲
暇时间，丰富文化储备，特别是对面的民俗博物馆，我感觉也
特别的好，我家小孩对里面东西都很好奇，展览的都是我们
祖辈劳作的工具，能让孩子更多地去了解农耕文化。 ”安康游
客李先生对于渔湾逸谷 AAAA 级景区的“秦岭书屋”和博物
馆赞赏有加。

在推进景区景点建设中， 该县将文化内涵充分融入其
中，考虑不同游客需求，完善文体设施，构筑多元立体的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新形式。 秦岭书屋、秦岭峡谷漂流、秦岭自然博
物馆等文体设施，让游客在绿水青山的氧吧里享受丰富的文
旅体验。

拥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宁陕县， 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
短短几年，便培育了一批围绕红色教育、历史文化、生态农耕
等研学教育基地，如四亩地镇柴家关村的红二十五军司令部
旧址，五郎关红色文化长廊等红色文化景区景点。

秦岭书屋、红色文化长廊等景区文化设施的建设只是宁
陕县深入推动旅游融合的生动缩影。 为促进旅游产业实现
“多点开花”，该县还持续推动农旅、商旅、体旅融合发展，让
宁陕的生态旅游品牌越来越响。

该县将生态旅游产业和特色农林产业有机融合，开发以
蜂蜜、糯玉米为代表的“宁陕山珍”特色农副产品，打造“宁陕
山珍”区域公共品牌，开发蜂蜜水、板栗汁、鲜食玉米等系列
产品，让秦岭深处的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同时，该县还按照生态共建、产业共融、村企民共富的模
式，支持农旅融合产业园建设，启动宁陕县民宿聚集区农业
园区培育计划，建成渔湾逸谷、蜂情谷、樱桃蜜等休闲农业园
区，农旅融合步伐不断加快。

此外，宁陕积极邀请媒体、作家来宁采风，举办“秦岭之
心·醉美宁陕”子午道文化采风，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走进宁
陕等丰富的活动让宁陕的好山好水真正“活起来”。

今年以来，宁陕县秦岭服务区和宁陕县 G210 旬阳坝停
车区还被表彰命名为安康市第一批交旅融合示范基地；宁陕
县秦岭山居、鹿柴山集荣登“「县域无界」十大影响力品牌”，
望梅山居荣获“乡村之心·十佳年度村宿”……生态旅游产业
横跨一二三产业，与更多业态融合互动的发展格局正在逐步
形成。

一句句“点评”温暖人心，一场场活动“引人注目”，一批
批游客慕名前来。 如今的宁陕处处绿意盎然，“绿都”正以开
放的姿态迎接各地游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擦亮宁陕
旅游招牌。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直播
基地做直播，帮助农户把适销农副产品卖
出去。 ”几天前，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会
长王拥带领会员贤话多多、 锦园花开英
子、王蓉等新媒体人，利用周六，再次前往
安康市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石梯直播基
地直播助农，让更多的农产品乘 “网 ”出
山。

车子沿汉江边行驶了 20 分钟， 来到
建在石梯镇华山社区的直播基地。 走进
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展示区，山楂干 、山
楂酒、跑山黑猪腊肉、风干斗鸡肉、绿壳土
鸡蛋、花椒、芍药花茶、金银花茶等几十种
当地土特产摆放整齐有序，陈列在一旁的
蓑衣、板锄、洋镐、陶艺制品、渡船模型等
农耕古渡文化更加凸显了地方特色。 左
手边的立体屏幕正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展
示着网红推介农产品的视频，紧挨着的是
镶嵌在墙上的 LED 电子大屏， 正循环展
示着当地山水美景、 山货特产和地方美
食。

再往里便来到了创作区，依次是怀旧
视频创作间、 农产品直播间和美食创作
间。 有序摆放的大方桌、长板凳、手摇电

话、老灶台、案板、灶具……瞬间把人拉回
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创作直播场
景均供会员免费使用。 中间的高科技直
播间，便是本次助农直播的主场地，本土
网络达人山妮子、花姐的菜、李小茜 、菲
儿姑娘、 安康娜姐等 20 多名网红常利用
这个平台，轮流上网直播、拍摄抖音 ，为
全镇、全区乃至全市推销农产品，助农增
收致富。

“这里是‘安康东湖·水韵石梯’，欢迎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向您推荐
的是本地的山楂干，入嘴酸酸甜甜，生津
止渴，方便携带 ，是夏天的标配……”直
播现场，主播贤话多多和王蓉一边展示着
石梯东茂山楂产业园的山楂干，一边介绍
山楂的营养价值、特点特色，语言幽默、生
动形象，吸引了大批粉丝驻留，将直播间
的气氛拉到了高潮。

直播结束后，身为石梯镇干部的王蓉
仍然放心不下村里的果农。 “我们再到冯
山村翠欣园水蜜桃黄桃种植基地看看，那
里路远，黄桃成熟前后只有半个月，如果
卖不出去，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王拥
又带着主播们，盘山行驶了近 1 个小时，

赶到目的地。
种植基地位于冯山村后山的山顶 ，

2018 年， 在外承包工程的陈显攀带着一
腔热情回乡创业， 流转土地 200 余亩，种
植水蜜桃和黄桃，经过几年发展，如今桃
树满山，蜜桃满枝。 端午节前后，蜜桃接
连成熟，前两批销路一直很好，第三批黄
桃集中成熟的时候，由于天气炎热、路途
较远、果子成熟期短，加之连日的强降雨，
出现了销售难。 “如果卖不出去， 掉在地
上烂了，就会损失 10 多万元。 ”陈显攀一
家人心急如焚。

“哇！ 这桃子太多了， 齐天大圣来了
都舍不得走。口感不错，连蜜蜂都喜欢吃。
现在两三万斤黄桃已经成熟， 急待销售，
欢迎广大朋友们前来采摘！ ”“这漫山遍
野的桃子，个头大、味道鲜美，急待销售，
在这里采摘桃子，不仅可以吃到新鲜的桃
子，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贤话
多多、锦园花开英子、王蓉顾不上休息，走
进桃园，通过直播、抖音、短视频帮助陈显
攀推销黄桃。 当天，网上下单订购 300 余
公斤， 询问地址上山采购的人也陆续到
来，陈显攀焦躁的心情得到缓解。

随后，一行人又来到石梯镇大石村东
茂山楂园，正在山楂园里直播的园区负责
人徐尤娣见到大伙儿的到来，高兴地合不
拢嘴，“直播基地建的太好了，现在一有时
间，出门下一面坡，就能去基地学习练习
直播，话术越来越好了，感觉自己越来越
自信。 今年山楂成熟，我白天可以在园区
直播，晚上把产品带到直播间直播，相信
销路会更好的。 ”像山楂妹子这样通过直
播基地带动的“新农人”，在石梯镇已经有
10 余位。 他们手持宣传“新工具”，让手中
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让山货变
俏货，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该基地由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与汉
滨区石梯镇共建， 是全省首家新媒体赋能
乡村振兴乡村直播基地， 旨在通过新媒体
与基层镇办携手，建设‘新’阵地、通过‘新’
手段、依靠‘新’力量、汇聚‘新’新动能，将
党的声音传得更深入， 让深山里的优质农
副产品飞出大山。下一步，联合会将以此基
地为样板，联合更多的镇办，建设各具特色
的乡村直播基地，用‘新’渠道助力乡村振
兴， 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
安康贡献新媒体力量。 ”王拥说。

黄灿灿的蜂糖李、红彤彤的油桃、圆滚
滚的大西瓜、 绿油油的青花椒……盛夏时
节，汉阴县城关镇瓜果飘香，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打卡，体验采摘乐趣，丰收的喜悦
让种植户笑在脸上，乐在心里。

走进赵家河村千亩蜂糖李产业园，一
棵棵枝繁叶茂的蜂糖李树错落有致， 树上
硕果累累， 一个个浑圆饱满的果实压弯了
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让人垂涎
欲滴。 果农们穿梭在果园里采摘、分拣、装
箱，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的蜂糖李产量在 3 万斤左右，我
们的李子品相美、口感好、价格公道，不仅
在安康市内的水果市场上走俏， 还收到西
安、武汉的收购订单，预计今年的收入能超
过 40 万元。 ”驻村第一书记祝威介绍说，好
山好水是种植蜂糖李的重要条件， 当地的
土壤富硒， 有充足的水分光照和适宜的环
境温度，生产的李子果大、汁多、肉质细腻，
很受消费者青睐。

赵家河村向东 2 公里的麒麟村丰泰花
椒产业园，漫山遍野的花椒树硕果累累，一
颗颗饱满的花椒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椒香
四溢，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增
收树”。

“这里有 700 多亩花椒，花椒已陆续成
熟，每天有 20 多名工人在园区采摘，大部
分销售到四川、重庆、湖南等地，预计能卖
80 多万元。 ”该村负责人介绍，麒麟花椒是
该村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该村大力
发展花椒、苜蓿、向日葵特色产业，实现了
村庄增绿、农户增收，提振了村民发展产业
的信心。

沿汉阴县城向西北方向一公里， 走进
前进村特色林果产业园，200 亩猕猴桃碧波
荡漾，绿油油的藤蔓下，一个个果型饱满、
大小匀称的“金果果”挂满枝头，轻风一拂，
令人陶醉。

“今年的猕猴桃产业实现大丰收已成定局， 现在就是把成熟
前的最后一轮管护工作做好，把果品质量再提升一个档次。 ”猕猴
桃产业发展指导员杨启军和农户们一边交流，一边示范猕猴桃管
护技术。 看着丰收在望的猕猴桃，果农们看在眼中，喜在心里。

与此同时， 李家台社区与前进村结对共建种植的 50 亩大棚
西瓜也进入丰产期，西瓜大棚内，一个个浑圆饱满的西瓜躺在茎
叶丛中，轻轻一拍，发出脆响，掰开一尝，甘甜多汁、皮薄瓤红，煞
是喜人。

“发展大棚西瓜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 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社
区搬迁户家里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现在每年能带动 20 来户
搬迁群众务工。 ”李家台社区产业发展负责人刘才宽介绍，今年的
大棚西瓜和辣椒预计能增收 8 万元，带动入园务工群众人均增收
3000 元，大棚产业园已经成为群众就业增收的“致富园”。

“春来繁花醉美景，夏秋田园果飘香”是汉阴县城关镇发展生
态林果产业的真实写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滴滴汗水的浇灌
下，辖区群众也收获了喜悦与甜蜜。

产业旺则乡村兴，乡村兴则百姓富。 近年来，该镇按照“一镇
多元、一村一品”推动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园镶嵌
在田间沃野，不仅为人居环境带来了“高颜值”，还为辖区群众带
来了就业增收的幸福感。

“ 绿 都 ” 旅 游 风 正 劲
———宁陕县全力推进生态旅游品牌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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