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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元元
邱佑炜）近日，白河县构朳镇举办
凉水民俗风情街文旅推介暨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活动在一
段优美的舞蹈 《领航》 中拉开序
幕，随后，维吾尔族舞蹈《葡萄架
下的篝火》、歌曲《风吹麦浪》《精
忠报国》、诗朗诵《孝是一棵常青
树》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
观众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
宴。 活动中，还表彰了“旅游产业
突出贡献企业”“新业态” 致富带
头人、凉水村“文明卫生示范户”。

活动现场， 构朳镇对镇域文
旅资源进行全面推介， 对凉水民
俗风情街美丽的田园风光、 特色
的餐饮美食、 悠闲的娱乐活动等
进行了详细介绍， 诚邀各界朋友

到凉水体验独特民俗风情。 并围
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
动， 现场号召各族干部群众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要像爱护眼睛一
样爱护民族团结， 像珍视自己的
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让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心，
为建设团结和谐富裕文明构朳汇
聚力量。

据悉， 本次活动由中共安康
市委党校、白河县委宣传部、白河
县委统战部联合主办， 白河县文
化馆、构朳镇政府承办，活动还组
织了民族政策答疑、 心肺复苏现
场演示、 平安建设宣传等便民服
务活动 ， 发放了相关宣传材料
300 余份。“希望的田野”“黛月的稻田”“苏陕协

作稻田……” 在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
村，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上矗立着各种颜
色鲜艳的独属“铭牌”，每一块稻田都有它
自己的“归属地”。这便是该村创新粮食生
产经营方式、提升村民增收推出的“我在
秦岭有块田”生态稻田认领活动。

海棠园村位于秦岭腹地， 群山环绕、
溪水潺潺，稻田采用原始牛耕手栽、人工
除草等传统种植方式，全程不使用任何农
药化肥。精选水稻品种，一年只收一季，每
亩优质稻田精挑细选后成米不足 300 斤。
大米绵、软、弹、滑，煮粥浆汁似乳，蒸饭油
亮飘香，闻名十里八乡。

酒香也怕巷子深。怎样才能把这优质
大米销售出去，让它真正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法宝？ 这一问题不仅一直困扰着村
民，更让驻村第一书记赵浩仪殚精竭虑。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 对农村生
活非常向往， 对生态有机农产品十分认
可，大米销售难+城市市场有需求，于是
这种网上认购和助农的想法就萌生了
……” 生态稻田网络认领活动发起者，海
棠园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浩仪讲述着活动
的由来。

认购者只需支付 300 元的爱心认购
费用， 即可认领属于自己的一分稻田，可
在秋收后包邮到家 30 斤优质生态稻米，
同时享受免费来村深度体验插秧、秋收等
一系列权益。

自认购活动推行以来，受到了广大网
友和城区居民的青睐。 海棠园村“我在秦
岭有块田”首期 80 亩稻田被全部认购，认
购者更是来自北京、湖南、四川等 10 多个
省份。

“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我在秦岭有
块田’稻田认领活动，对于一直住在城市

的我很有吸引力，发现认领稻田以后不仅
可以到现场体验插秧、收割的快乐，还能
为自己认领的稻田命名，吃上自己家稻田
的大米，体验感十足。 出于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 我就毫不犹豫地认购了 3 分地，很
期待收到自己田里的大米。 ”湖南网友黄
先生欣喜地说。

该认购计划的实施，不仅让全国各地
的游客知道了海棠园生态大米，更是提升
了村民种粮的积极性，助推村集体经济可
持续增长， 实现生态大米产业高质量发
展。

“我家种的有 10 多亩水稻，本来还担
心卖不出去，但合作社和我们签订了订购
协议，还提供种子、肥料，国家还有奖补政
策， 一年下来我们能有两万多块钱的收
入，还是非常不错的。 ”海棠园村朱家沟
种植大户张志玉开心地说。

看着成片的稻田和一份份订购协议，
海棠园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成
波喜难自抑。 “以前我们每年收购村上的
稻谷，除去帮扶单位的扶贫消费，真正被
市场认可的不多，让我很是头疼。 今年通
过认购活动， 村民 80 亩田的稻米已经预
售一空。 ”

“我在秦岭有块田活动， 一方面给农
民增加了收入， 提升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壮大了合作社集体经济，带动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发展。再就是通过网络宣
传， 进一步扩大了海棠园村的知名度，提
升海棠园村生态稻米的社会认可度。 ”据

村党支部书记李华文介绍， 截至 8 月中
旬，海棠园村已经收到生态大米预售货款
约 24 万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须先行。 只有发展
好产业，新时代农民才能增收致富。 近年
来， 海棠园村以示范和引导相结合的方
式，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
态稻米种植，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打造村
特色农产品品牌，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

富，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过上更好的生
活。

“下一步， 我们将抓紧扛牢定点帮扶
工作责任， 结合稻田网络认购成功经验，
进一步扩大稻田和农产品认购规模，结合
农林产品销售、田园生活体验、民宿宣传
引流，拓宽增产增收渠道，让农民有钱挣、
得实惠，切实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赵浩仪满怀信心地说。

秋日和风似春景，白露前后新米香。 时
下正是稻谷收获时节， 白河县仓上镇马庄
村的水田里稻浪翻涌，谷香弥漫。 沉甸甸的
谷穗随风摇曳， 被挥舞的镰刀勾勒成一幅
幅金色的丰收图画。

这边，村民们忙着收割、搬运、脱粒，田
垄里机械轰鸣，一派忙碌。 旁边堰渠里，一
群群稻花鱼在水下游弋嬉戏，往来追逐，不
时有鱼儿跃出水面，闪着银波，搅起一圈圈
涟漪，吸引了三三两两的游人来打卡拍照，
畅享这充满自然之美的田园景色。

“这是我们第二年在稻田养鱼，技术上
更加成熟，不仅稻谷产量比去年高，投放的
一万多尾稻花鱼， 也比去年长得肥、 长得
大。 ”马庄村党支部书记杜大华点开刚录的
“稻鱼丰收”短视频，高兴地说道。 稻鱼一体
种养，稻花和虫草给鱼提供了天然食料，鱼
的排泄物又给水稻施加了有机肥料， 一水
两用、稻鱼双收。 同时还带动延伸了田园观
光、农耕体验和乡村旅游，实现了生态、经
济效益的双赢。

马庄村地势平坦开阔，自然景色秀丽，
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优越。 清幽的马庄河水
因环折而流， 山环水绕便迂出几湾平坦肥
沃的农田。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马庄村就

开山凿渠，在一河二岸修建了大片水田，是
马庄河流域有名的粮仓。 2023 年，马庄村依
托丰富的水资源优势，抓住“旱地改水田”
机遇，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以村集体经济为
主体，通过流转、整合零散土地，把小块地
变大块田， 探索推行生态种植的绿色农业
发展新模式，提高了种养效益，稳定了粮食
生产，产业结构也趋于多元化。

杜大华说， 水稻种植还美化了村庄环
境，夏天满目碧绿，秋来一片金黄，稻田与
农家民居相映相衬， 给山村带来了温润之
气、灵秀之美。 外部形象的美，使居民越发
爱护自己的“小环境”，养成了讲卫生，爱干
净的生活习惯。 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
马庄村的村容村貌更加整洁和美， 乡风民
风也持续向善向好， 从精神层面推动了乡
村有效治理。 同时村集体产业的发展，也带
动了部分村民就业增收。 村里有 20 多户男
女劳力在合作社从事水稻育苗、 耕地耙田
以及插秧管护的工作， 有的村民在稻田务
工，年增收八千多元。

一湾稻鱼不是最美落笔， 一季收获不
是最终目的。 马庄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已
擘画了新的愿景，进一步整合资源，扩大水
稻种植面积， 把马庄村变成大山深处真正
的“鱼米之乡”。 通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以“稻鱼+田园”为景，
发展乡村观光游产业，让小山村“热”起来
“火”起来，逐步绘就“稻在田里长、鱼在水
下戏、人在画中游”的和谐绿美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 沈强）
9 月 9 日上午， 汉阴县城关镇农
副产业直播平台在李家台社区揭
牌成立，该直播平台成立后，将通
过网络直播和线下活动等多种促
销形式， 把汉阴县辖区优质无公
害的绿色农副产品推向市场，以
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助力乡
村振兴。

“大家看我手中的辣椒酱，原
材料选取新鲜小辣椒，纯天然好
味 道 ，酱 香 有 门 道 ，鲜 辣 更 厚
道 ，想要的可以在一号链接下
单。 二号链接是前进村的红心猕
猴桃，口感好、味道甜，大家可以
放心购买……”直播间内，主播们
通过现场品尝、演示讲解、问答互
动等方式，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
的汉阴话， 热情洋溢地向镜头前
的网友推介汉阴特色农副产品，
并分享丰收的喜悦。

汉阴县城关镇农副产业直播
平台结合全县农副产品资源与特
色优势，以“媒体+乡村振兴 ”为
基础，以“短视频+直播”形式，建

成 1 个网络直播间 、1 个农副产
品展厅。优选全县 20 余个农民专
业合作社 、30 余 个 家 庭 农 场 的
特色农副产品入驻 ，实现助农
消费帮扶从传统销售模式向网
络销售模式的转变， 展销的农副
产品严格落实“三品一标”认证，
强化农副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 确保广大网友和客户 “放心
购”。

汉阴县城关镇负责人张世洲
介绍， 搭建农副产业直播平台能
有效推动农业经济与网络经济双
向发展， 通过农副产品直播推介
和汉阴旅游资源、 农耕文化短视
频展播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 下
一步， 该平台将加大与龙头企业
对接，聚力解决农副产品销售“最
后一公里”瓶颈问题，逐步扩大优
质农副产品直播影响力和品牌竞
争力， 助推辖区群众安心在家门
口就业创业， 使更多的农业增值
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助力乡
村振兴。

近日，宁陕县江口回族镇首届“清凉
夏日·回乡臻味” 啤酒烧烤音乐节在江口
回族镇菜籽岭田园综合体成功举办。

活动吸引了来自本地、外地游客的积
极参与。在活动现场，乐队演唱一经开始，
氛围十足的摇滚瞬间点燃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 在露天草坪上啤酒与烧烤碰撞，人
们纵情欢呼，释放着活力，现场有奖问答、
喝啤酒大赛等节目瞬间将整场活动的氛

围推向高潮。
这场灯光、烧烤、啤酒音乐的年轻态

消费聚会，为菜籽岭田园综合体民宿项目
带来了勃勃生机。 该项目自 2023 年建设
以来，形成了独具秦岭记忆特色的民宿和
微生活，原生态“回乡野”露营地增强了对
游客的吸引力， 同时增加了旅游综合收
入。

“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热闹， 我们在

这里喝啤酒吃烧烤，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
好，希望以后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游客
罗春香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啤酒烧烤音
乐节，体验不一样的乐趣。

据了解，年初以来，江口回族镇紧紧
围绕“多彩江口·魅力回乡”特色品牌，精
心策划形式多样的活动， 把民族美食、红
色文化、休闲娱乐融合起来，聚足人气，拉
动消费，所组织开展的全牛火锅宴、年货

集市、美食大赛等活动反响良好。
下一步， 该镇还将依托生态资源禀

赋，持续推进生态旅游、农林产业、包装饮
用水三大产业，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加快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提升
城乡面貌，推进“全域花谷”建设，增强发
展动能，加快发展步伐，奋力推动镇域经
济高质量绿色发展。

“以前的村子，房前屋后垃圾乱扔、污水横流，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是常态。 ”正在清扫门前
马路的居民王芳一边将清扫的树叶倒入垃圾桶一
边感慨道，如今社区漂漂亮亮的，美好生活就应该
是这个样子。

走进白河县双丰镇闫家社区，目之所及是绿
树、灰墙、成片绽放的花朵，青砖绿瓦的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村庄色彩浓淡相宜。 村民们一大早就
拿起扫帚、簸箕等工具将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干
干净净。

自开展人居环境“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在双
丰镇各村（社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派热火朝
天的忙碌景象。 各村党员群众、公益岗等在村干
部的带领下，对道路两旁、房前屋后、沟渠河沿的
垃圾、杂草等进行彻底清理，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集中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现如今，蜿蜒平坦的
道路见不到白色垃圾，干净整洁的小院分列道路
两旁，文明新风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逐渐凸显。

“这干净宽敞的路面就跟我们的脸面一样，要
用心打理。 环境整治也并非一朝一夕，关键在于
动员群众，齐心协力，常态化坚持。 我们党员干部
齐上阵，用实际行动让群众切切实实看到整治成
效，无形之中就凝聚了强大的力量。 ”五星村党支
部书记项尔林说，环境改善的同时也带来村民思
想和行为的转变，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摒弃了乱丢
乱扔、乱堆乱放的陋习，养成讲究卫生、爱护环境
的好习惯。

行走在双安村状元沟的林荫小道，感觉清凉
无比。 停下繁忙的脚步，驻足感受天蓝水清的怡
人景象。入目皆是绿树环绕、鸟语花香，风景宜人，
置身在大自然的天然氧吧里，令人流连忘返。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提升
了乡村的颜值，还有效带动了“庭院经济”的发展，为村民增收致富开辟
了新的途径。

在改变人居环境的同时，双丰镇同样兼顾软硬环境双管齐下，持续
优化宣传教育和参与机制，完善村规民约，注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
“小村规”撬动乡村“大治理”，不断推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基层
治理机制落地落实，引导群众从“站着看”到“跟着干”再到“自觉干”，让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底子”更厚、“底气”更足，以村民齐参与、广受益，
共助乡村长治久美。

下一步，双丰镇将以“整村美化，户户干净”为目标，继续在美上下
功夫，在靓上做文章，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水平，以实际行动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又逢甜蜜收获季， 满架葡萄一园香。
眼下， 在汉阴县三坪村的葡萄种植基地
内，90 余个大棚的葡萄喜获丰收，小葡萄
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果”。

在位于汉阴县城关镇三坪村的葡萄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的葡萄
大棚映入眼帘，一串串青绿、玫紫色的葡
萄，犹如一颗颗宝石缀满枝头，晶莹剔透、
个头饱满，空气中弥漫着葡萄的果香。 据
了解，该种植基地有 90 余个大棚，种植的

葡萄品种有阳光玫瑰、黑皇、霓娜皇后等，
葡萄园采用自然农法的健康栽培模式，确
保了葡萄成熟后的品质和口感。园内安装
了固定式喷灌设备，采用滴灌方式施用有
机水肥， 这样使得葡萄能够自然坐果，无

须催熟。
“目前阳光玫瑰已经进入成熟期了，

今年的产量大概在 3 万斤，产值 50 多万。
每天有四个工人在包装礼盒。我们今年还
新增了一个挂果的品种就是黑皇，现在也
进入成熟期了，大概有个 6000 多斤。这两
个品种的葡萄都已成熟， 欢迎大家来采
摘。 ”汉阴县城关润睿家庭农场负责人石
洪宝说道。

自 8 月开园采摘以来，葡萄园基地迎
来销售旺季， 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他
们拿着剪刀、提着果篮，穿梭在葡萄架下
采摘葡萄，体验田园丰收的乐趣。

“听说三坪村的葡萄熟了， 我们跟家
人一起来摘这个葡萄，每一颗葡萄都很饱
满，每一串都沉甸甸的，拿到手上很有分
量，而且颜色也很好看，紫的青的都有，我
刚尝了，味道也非常不错。”游客熊苗苗说
道。

随着葡萄的陆续成熟和上市，城关镇
的葡萄产业也迎来黄金时期。经过辛勤耕
耘，该镇葡萄种植面积已超 100 亩，年产
量达 40 万斤，产值数百万元，这不仅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水果选择，也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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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葡葡萄萄串串出出好好““钱钱””景景
通通讯讯员员 徐徐欢欢 熊熊乐乐

构朳镇举办文旅推介活动

汉阴县城关镇建立
农副产业直播平台

稻田认领富乡亲
通讯员 冉隆兵 杜敏

烧烤音乐节解锁田园新玩法
通讯员 杨稳 刘长兵 黄瑞瑞

稻香鱼肥“丰”景好
通讯员 朱明富

游客摘葡萄

收割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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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