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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有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之称的岚皋县，
暑假期间，成为游客乡村游、自驾游、亲子游的首选目
的地。 该县一方面苦练内功，不断加大景区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旅游要素；另一方面，通过文旅+农旅+体育
赛事，聚人气展形象，培育旅游新业态，做响旅游产业
大文章。

立秋后，暑气仍未散去。8 月 17 日，在四季镇杨家
院子，游客们一拨接一拨，来自湖北、西安、安康、重庆
城口的游客在这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感受乡村秋
凉，品尝农家美食。

“这个地方离县城很近， 第一次来发现这里有山
有水，风景特别的漂亮，而且还有很多特色美食。 ”来
自湖北的游客高先生对杨家院子赞不绝口。

随着游客的增多 ，2019 年杨家院子通过改造升
级， 新添打卡点 10 余处， 增设停车场 3 个、 停车位
398 个，培育农家乐 25 家，新增民宿 5 家，实现年综合
收入 2000 余万元，形成了一业带多业的发展格局。

在巴山大草原，随着夜幕降临，一场篝火晚会如
期进行。 游客们手拉手、肩并肩围绕在篝火旁，尽情地
唱歌跳舞。

“我们是从万州过来的，非常的方便，这边环境
很好，人也非常的热情，听说周末还有篝火晚会，今天
就带着家人住到这里。 ”游客李女士说道。

地处秦巴山区的岚皋县，境内风光旖旎、美景荟
萃，有南宫山、神河源、千层河、岚河漂流、蜡烛山等 5
大景区 230 多个景点。 近年来，岚皋旅游紧扣“统、谋、
建、融、热”五字要诀，挖掘旅游文化，补齐旅游基础设
施短板，打造宜居县城、乡村民宿集群，制定引客入岚
奖补办法，开启“百业扶一业、一业带百业”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在此基础上，岚皋县还推出旅游黄金季“周有活
动、月有主题、季有亮点”的旅游宣传活动，将旅游+体
育赛事作为聚人气、展形象的有力抓手，用“一座城服
务一个人”的最大诚意，举办第二届巴山汉水“陕西村
BA”体旅促商贸活动，加强与陕川鄂渝苏等省市体育、
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进一步推进体旅、农旅、文旅深
度融合。

据统计，上半年来岚游客较上年增长 23.4%，建成
民宿 43 个，新建旅游酒店 1 个。 截至 6 月底，全县接
待游客 487.2 万人次， 同比增 8.7%； 旅游综合收入
31.64 亿元，同比增长 8.43%。

8 月 16 日， 第二届巴山汉水 “陕西村
BA” 体旅促商贸活动在岚皋县精彩呈现。
岚皋村 BA 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为期 50 余
天，川陕鄂渝苏 5 省（市）78 支队伍同台竞
技 200 余场。

此届赛事规模大、参与度广、周期长，旨
在以“村 BA”的全国性热度 IP 为钥，打开岚
皋，乃至安康深度对外之门，促进市县商贸
活动，激活文体旅商市场活力，拉动区域经
济增长。

赛事是认识城市的一扇窗口。提高城市
的知名度、美誉度，不仅要成功办赛，还要办
出水平、办出特色。岚皋县主动出击，联合贵
州台江“村 BA”，全力打造西北乃至北方的
“村 BA”赛事，赢得了广大运动员和观众的
好评，成为展示岚皋风采的平台。

该县将体育、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极大地刺激了县区
的商贸旅游消费。 这种体旅融合的模式，不
仅丰富了旅游产品，提升了旅游体验，更推
动了县区旅游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这次就
是专门过来看村 BA 的，最喜欢沙宝亮唱的
《暗香》。 我感觉岚皋人很热情，旅游也搞得
好，后面我还会去杨家院子、南宫山逛逛。 ”
“这次来到安康岚皋县， 我感觉这里的人让
我们整个队伍特别的舒心、安心，非常感谢
岚皋人民”……观赛的外地游客、参赛的运
动员纷纷评价。

还可以看到，“村 BA”成了岚皋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 通过赛事的举办，不仅
展示了岚皋本地文化魅力和经济活力， 更吸
引了外界的关注与投资， 为县域经济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赛事的影响力，促进了该县与
外界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同时，也促进了岚皋社会文化的繁荣。
“村 BA”赛事倡导的团队协作、公平竞争、积
极向上的精神， 对县域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
深远的影响。赛事的举办，增强了县域的凝聚
力和归属感，提升了文明形象，为实现经济与
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如何延续赛事活动带来的“流量”，进而
将其转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量”，是每个
城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岚皋打造的“村 BA”
已具备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联合贵州“村
BA”，吸引众多曝光流量；5 省（市）78 支参
赛球队，在宣传自身的同时，也为宣传岚皋

加油助力；“霸屏”式的宣传推广，让更多游
客慕名而来。赛事安排基本在 18 点以后，游
客住宿需求明显，为景点旅游、特产购买、餐
饮等消费提供机会。 赛事期间，全县各镇各
景区纷纷举办趣味运动、篝火晚会、草原音
乐会、溯溪摸鱼大赛等活动，丰富了县内省
外游客旅游体验；岚皋的魔芋制品、猕猴桃
产品、 香椿食品等农副产品纷纷登台亮相，
满足八方来客的舌尖需求；吊锅肉、酸辣小
鱼、神仙豆腐等地方美食，犒劳着四海宾朋
的味蕾。经营主体主导、职能部门监管、志愿
者参与，护航消费环境。 形成了消费需求有
爆点、推广宣传有亮点、消费体验无槽点、助
推经济增长点的良性循环。

游客在观赛之余，可以游览景区、品尝
美食、体验民俗，从而延长停留时间，增加消
费频次。 这种体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丰
富了旅游业态，也提升了旅游品质，为县域
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让城市服务赛事需要，让赛事助力城市
发展，这样的“双向奔赴”，必将为岚皋和全
市其他县（市、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
强劲动能。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 走进旬阳
市甘溪镇袁湾村梦园合作社，放眼望
去，漫山遍野的红仁核桃树，星罗棋
布地分布在山野之中；青绿色的核桃
挂满枝头，合作社负责人朱朝德正忙
着组织工人采摘核桃；核桃深加工车
间里， 鲜嫩的核桃仁在高温的烘烤
下，弥漫出沁人心脾的浓香。 整个基
地内，人影匆匆，呈现出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今年红仁核桃挂果好，果实大，
预计产量在 4000 斤左右，按往年 80
块一斤的价格算的话，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的好年景。 ”朱朝德笑着说。

红仁核桃高昂的价格，一直是人
们热切讨论的话题。 据了解，红仁核
桃具有仁色鲜红， 口感酥脆微甜，清
香可口，营养价值高等特点。同时，红
仁核桃的花青素含量是普通核桃的
8 倍， 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
酸。因此，虽然价格昂贵，但仍备受消
费者喜爱。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
关注度不断提高，核桃作为一种富含
营养的干果， 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
2017 年， 在洛南学习核桃种植的朱
朝德在村委会的鼓励下回村成立了
梦园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园
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实现红仁
核桃产业化经营。随着核桃种植面积
的逐年扩大， 红仁核桃产业已经成为袁湾村经济产业的
重要支柱。 村民也加入核桃种植的行列，形成了“人人种
核桃，家家有收入”的良好局面。

“以前技术不到位，效益总上不去，亩产总是在 1000
多斤，镇上知道这个情况后，每年都组织农技专家到地里
指导，现在亩产上去了，核桃质量也上去了！”谈到多年来
政府给予的技术帮扶，朱朝德感慨地说。

为了提升红仁核桃的竞争力， 甘溪镇以技术提升品
质，以品质打开市场，采取“林业部门提供技术和物资支
持+镇村引导+合作社与农户协调管理”的模式，多次组
织核桃种植户进行技术培训，包括土壤选择、施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通过这些培训，种植户的种植技能得到了
显著提升，核桃的品质得到了有效保障。

“产业要发展，技术是关键！ 甘溪镇多次争取市林业
局的红仁核桃技术帮扶，推广精修剪、除病虫、巧施肥、防
霜冻等核桃综合管理新技术， 促进红仁核桃产业提质增
效。 ”甘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明说。

“有了这个合作社，我就不用出去寻活儿了。 平时在
合作社务工，在家种上几亩核桃，核桃收了由合作社负责
统一销售，我顺势就在合作社开始剥核桃。 ”袁湾村村民
周高平笑呵呵地说，“一年四季都闲不下来，这样好呀，在
家门口把钱挣了。 ”

据了解，甘溪镇按照“政府引导搭建、合作社经营管
理、村民入股联营”思路，由袁湾村村委会带头鼓励村民
流转土地，品牌化种植红仁核桃。 目前已有 50 余户种植
户加入梦园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 60 余名村民
就业，人均年增收 5000 多元。 合作社也从最初的 100 亩
发展到了如今的 400 亩，年产值达 40 余万元。下一步，合
作社计划引进机械化初加工生产线， 加速推进产地初加
工，为农产品商品化和精深加工提供有力支撑。

“我要做精核桃园， 带动更多的村民种植红仁核桃，
让红仁核桃成为我们袁湾乃至甘溪的一张名片！”谈及未
来，朱朝德难掩兴奋之情。

“袁湾村的红仁核桃只是甘溪镇乡村振兴中的一个
缩影。如今在甘溪镇，以朱朝德等为代表的‘头雁’遍地花
开，从‘孤雁’变成‘群雁’，在甘溪镇产业发展大舞台上各
显身手，用智慧和辛勤打拼出幸福生活，用涓滴之力汇聚
成了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推动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甘
溪镇党委书记张晓明说。

白云从远处的峰峦之中升起，打开车窗，一股混着草
木香的清凉气息迎面而来。 漫步于蜿蜒山路，人们或远眺
青山，或闲聊拍照，怡然自得。

地处秦巴山脉东端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处北纬 31
度带，森林覆盖率超过 91%，平均海拔 1700 米，最高峰超
过 3100 米，有“华中屋脊”之称。 每到夏天，平均温度不到
20℃的神农架林区都会迎来大量避暑游客。

近年来， 神农架林区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和山水资源，
因地制宜推动发展避暑、康养等文旅项目，吸引各地游客

前来体验游玩，带动当地群众发展餐饮、民宿等产业，形成
富有活力的生态旅游体系。

韦群是土生土长的神农架人。 2020 年，她在红花坪村
盘下了一栋夯土房，经过一年时间，将其打造成了一座具
有 9 间客房，配备餐厅、茶室、书屋以及制茶屋、熏肉房和
扎染作坊的别具文化特色的民宿。

青山当户，白云过庭。神农架林区的绿水青山，正在成
为村民的金山银山和幸福靠山。

青山当户 白云过庭：“华中屋脊”上的夏日生意经

①游客在神农
坛景区游玩。

②在神农架林
区红花坪村， 民宿
经营者韦群向一名
小朋友介绍晾晒的
萝卜干。

③在神农架林
区红花坪村， 民宿
经营者韦群带小朋
友们参观民宿。

④在神农架林
区红花坪村， 民宿
经营者韦群在民宿
内带小朋友们体验
扎染。

新 华 社 记 者
杜子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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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村 BA”：开启深度开放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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