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石泉县种植的 280 余亩紫苏开始采
收，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收获的紫苏叶晒干后，
将按照订单量交售给药材公司。

在饶峰镇光明村紫苏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紫
苏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起伏， 散发出特殊的香气。
村民正忙着采摘、整理、晾晒紫苏叶，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 今年，光明村与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订单，种植了 100 多亩紫苏，经过精心
管护，长势良好。

石泉县饶峰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王全升介绍
说：“目前紫苏正在收割，预计可能再有四五天就全
部都收割完毕了， 这个亩产就在 400 到 500 斤之
间，晒干以后能卖 12 元一斤。 ”

在两河镇中心村， 村民趁着最近晴朗的好天
气，将收割好的紫苏均匀地铺在地上晾晒。 据了解，
中心村今年共种植订单紫苏 180 亩。 紫苏在油菜收
获后即可接茬种植，4 个多月就能采收，不但充分利
用了耕地 ，也推动了群众致富 、集体增收 、企业增
效。 “预计今年种植的紫苏总产量在 60 吨左右，经
济价值 70 余万元，带动周边 30 人就业，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发放劳务工资 13 万元。 ”石泉县两河镇中
心村村委会副主任罗贤勇对紫苏产业的助农成效
很有信心。

除种植紫苏外， 中心村采取长短结合的方式，
还种植了黄精等多种中药材。 在省药监局的大力支
持下，中心村还积极争取资金，提升中药材产业园，
改扩建了中药材加工厂。

陕西省药监局派驻石泉县两河镇中心村工作
队长刘玉栋说：“我们采取长短结合的方式，种植了
黄精、林下淫羊藿和紫苏，目前来说这三种药材的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扩大中药材种植的面积，让更多的群众受益，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

今年以来，石泉县按照“做大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思路，紧扣
“龙头培育、基地种植、品牌打造、融合发展”四项重点，加强龙头企业招
引和培育，加快推进药源 GAP 种植基地建设，着力构建集基地种植、药
材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品牌培育、药旅融合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格局。

石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淼表示， 要认真总结紫苏订单种
植成功经验，进一步细化措施、完善机制，积极宣传推广订单种植模式，
围绕今冬明春 12 个品种 1.8 万亩的中药材种植开好头起好步，促进扩
大中药材种植规模，促进全县中药材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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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陕西天石汇汽车运
动服务有限公司组织的庆丰收自
驾游活动走进凤堰梯田 ，500 余
名自驾爱好者齐聚汉阴， 体验山
水之旅、品味乡村佳肴、赶集地方
土产。

九月的汉阴，天高气爽、秋容
如拭，早上九点，车队沿着汉漩路
盘旋而上， 一路上， 云雾时而浓
重，时而飘散，或翻或涌，或奔或
泻， 似是一幅水墨丹青画卷。 浩
浩荡荡的车队，列着整齐的队伍，
穿行在凤凰山间， 轰鸣的汽车声
与恬静的山间美景碰撞出前所未
有的震撼， 成为一道流动的靓丽
风景线， 也为凤凰山增添了活力
与时尚。

“山美，骑行确实舒服，感觉
不错， 路况确实可以， 这路况压
弯，非常适合骑着摩托车过来。 ”
游客周俊坦说道。

活动还特别设立了农特产品
展销区， 在漩涡镇老君观广场农
特产品展销摊位上摆满了来自当

地的 “土味 ”好物 ，富硒大米 、土
鸡、山茶油、腊肉等农特产品琳琅
满目， 现场吸引来了不少游客围
观、品鉴、购买。

“农民自己喂的猪，咱们在城
里买不到这种猪肉，挺新鲜。买了
土鸡、土猪肉，阳荷姜没吃过，所
以来买点回去尝尝，挺新鲜的，人
也挺实在，价钱也不高。 ”游客王
湘东提着农特产品满载而归。

据了解， 本次活动组织社会
车辆三百台以上， 人数达到 500
余人， 让自驾游爱好者们畅游在
山水之间， 尽享独特体验。 近两
年， 天石集团通过在汉阴举办各
类赛事活动， 与汉阴结下了不解
之缘，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进一
步推动了汉阴“体育+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同时对打造“中国秦岭
自驾第一县” 和汉阴旅游新 IP，
引爆汉阴生态旅游市场， 促进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讯 （通讯员 金程晨）它
是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它是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艺
术经典，它就是自 1934 年发表起
便打动无数观众的《雷雨》。 10 月
5 日至 6 日， 齐齐哈尔市话剧团
将携曹禺先生经典巨作话剧 《雷
雨》走进安康汉江大剧院，为安康
市民带来一场极具文化特色的精
彩演出。

据悉， 经典话剧 《雷雨》以
1925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通过一天的时间、两个场景，集中
展示了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复杂
纷繁的矛盾纠葛， 讲述了一个带

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
的悲剧。 一座徒有其表的豪华府
邸周公馆， 实则千疮百孔黑暗腐
烂，两个家庭八个人物，盘根错节
地交织他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
乱，两代人的恩恩怨怨在这场“雷
雨”中爆发。

2006 年，齐齐哈尔市话剧团
排演了由刘兵导演改编曹禺先生
的名著———新版话剧 《雷雨》，分
别在北京、南京、上海、大庆、哈尔
滨等地公演，此次走进安康，将带
领安康观众重温经典， 感受 《雷
雨》的戏剧魅力。

“在这个假期中， 我和家人们一起到
宁陕游玩，渔湾逸谷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
刻的印象。 那里自然环境优美，青山与绿
水相依，仿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昨晚，
我们还在广场参加了中秋庆祝活动，不仅
品尝到了地道的宁陕特色美食，更有幸观
赏了非遗项目的精彩表演和皮影戏，挺有
意思的。 ”来自石泉的游客李先生表示这
趟宁陕之旅格外值得。

中秋假期期间，宁陕县以丰富的文化
活动、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周到的旅游服

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共同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 据统计，在
中秋节假日期间，宁陕县共接待入境游客
5.68 万人次。

9 月 15 日至 16 日，宁陕县以 “月满
中秋 多彩秦岭”为主题，精心策划了一系
列文旅体验活动，为游客们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节日体验。 从猜谜语、皮影戏表演到
汉服打卡、非遗体验，每一项活动都充满
了互动性和参与感，让游客们深深感受到
了中秋佳节的浓厚氛围。同时，江口点心、

石磨豆腐、手打糍粑等传统美食也让游客
们大饱口福，回味无穷。

“这次中秋活动真的太棒了！ 我带着
孩子来，不仅玩得很开心，还学到了很多
传统的文化知识。 ”来自西安的游客管女
士满脸笑容地说：“特别是那个活字印刷
的体验，让孩子对古代印刷术有了更直观
的认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

除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宁陕县的
精品景区景点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
地。 在渔湾逸谷，金黄色的稻田在阳光下

泛着耀眼的光芒，特色小火车缓缓穿行其
间，满载着游客的欢声笑语。 在老安山居
举办的中秋音乐节，游客尽情享受月光下
的浪漫，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帐篷营地
的静谧、河畔垂钓的悠闲、民宿下的惬意
为游客们提供了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让
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享受到了难得的
宁静与舒心。

来自西安的李女士在小红书上看到
推荐后，首次带家人来到宁陕，对这里的
民宿服务和自然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 ：
“民宿配套完善，还有咖啡厅、稻田小火车
和小河摸鱼抓虾的体验，非常适合带老人
和小孩一起来玩。 ”

与此同时，苍龙峡景区也以其独特的
自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吸引了
众多游客。 游客们或在留影桥处打卡拍
照，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或漫步于林间小
道，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和谐；或驻足观
赏各种苔藓植物，领略自然界的神奇与美
丽。

“一路上有山有水，路比较平缓，也没
有什么陡坡，非常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地
方值得一来！ ”来自西安的游客关先生对
苍龙峡的体验赞不绝口。

宁陕县中秋旅游的持续火热，离不开
节前的精心部署和各部门的全力协作，不
断强化旅游服务保障，为游客打造一个安
全顺畅的旅游环境。

为确保游客安全和服务质量，宁陕县
在节前做足了服务保障功课。该县开展了
安全隐患排查，调配了充足警力保障社会
治安， 对境内交通道路进行了不间断巡
查，随时解决游客出行问题。同时，还动态
更新了假日期间餐饮酒店商户的营业情
况，并在城关、筒车湾、皇冠、梅子、广货街
等旅游重点镇以及境内 4 个高速路口和
西汉高速秦岭、宁陕服务区设立了旅游志
愿服务点，为游客提供热心便民服务。 此
外， 机关单位停车场也全部免费对外开
放，外地车辆实行“轻微免罚、首违不罚”
政策，进一步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和舒适
度。

宁陕县中秋旅游呈现出的人气爆棚，
正是该县生态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
写照。 近年来，宁陕县坚持将生态旅游作
为首位产业发展，通过举办各类大型赛事
活动和策划多样化的旅游线路，组织开展
沉浸式、互动性文旅活动，不断提升旅游
品质和服务水平。 同时，注重旅游品牌的
塑造和推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

“以前巡河护林， 全村得十几个人行
动，现在用无人机 AI 巡控，不仅节省了人
力和时间，还能精准确定目标点，并且可
以 24 小时云端录像，确保防汛、防火第一
时间实现应急响应。”近日，在汉阴县城关
镇中堰村智慧农业综合管控系统大屏幕
前，村支部书记邓超介绍道。

近年来，中堰村聚焦现代化农业和基
层治理两个重点， 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
设， 先后投资 80 余万元建成智慧农业综
合管控系统， 系统以无人机任务调度、AI
算法服务库、问题线索流转提供智能化服
务保障，从航线规划、指挥调度、基站管理
与控制、数据存储与可视化、阈值自动报
警等功能，实现低空遥感组网无人机群协
同作业，在耕地保护、生态环保、平安建设
等方面进行实时监控，通过高空航拍影像
有效识别问题、收集证据，为执法工作提
供依据。

“这个数字平台非常方便， 坐在办公
室，就能把全村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暑假
期间，有孩子到河塘游泳，通过无人机巡
查喊话，杜绝了溺水事故的发生，村民们
对这个系统交口称赞。 另外，这个系统建
成后，通过全天候、无死角的巡查，能第一
时间发现汛情、火情准确线索，及时对群
众进行风险提示和预警，为平安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系统操作员李强强介绍，同
等面积巡查人工需要 2 人 45 天完成的任
务，现在只需要 20 架次 2.5 天，效率提升

了 18 倍。
推动现代化农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中堰村先后流转闲置土地
500 余亩， 以农文军旅融合发展定位，实
施了生态林果基地、 智慧果蔬大棚等项

目、打造了集“农耕文化+国防教育+游园
采摘+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民兵产业园。
生态林果基地秉承“有机、富硒”理念，发
展黄桃、脆李、油葵等特色林果，智慧果蔬
大棚以无土栽培、气雾培、水培、基质培等

特色栽培模式，发展西瓜、圣女果、草莓和
各类蔬菜。 “现在，通过手机终端 APP 远
程操作， 就能实现大棚蔬菜的日常管护，
智能控温、水肥一体滴灌、雾化灭虫，不需
要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现场管护。 ”智慧
果蔬大棚产业负责人刘少涛介绍，在数字
化、可视化管护下，降低了人工成本，果蔬
品质也有保障，产业发展前景会更好。

城乡接合部的环境卫生，历来是创卫
的重点和难点，作为汉阴县城南方向城乡
接合部的中堰村，辖区规划和卫生状况近
年来却一直走在前列。 通过无人机 AI 巡
控，每日对全村乱搭乱建、占道经营进行
巡查，帮助执法人员迅速发现屋顶、胡同
等地面视觉死角的违章情况，通过高空航
拍影像将有效识别楼顶在建违建，帮助城
管部门收集证据，迅速介入调查，为执法
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同时，针对废气、工业
排水、垃圾污染进行常态化巡查，有效控
制了大气及水源地污染，保障了居民群众
的生活质量。

数字赋能， 乡村振兴有 “智” 又有
“质”。智慧农业、乡村治理、平安建设……
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智慧农业综合管控
系统， 呈现的是中堰村数字乡村建设成
果，更为该村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提振了信心。随着系统的不断优
化升级， 中堰村的数字乡村建设必将加
“数”前行，谱写汉阴城关乡村振兴的新篇
章。

春华秋实，绿洲大地硕果累累；
锣鼓喧天，水色白河喜庆丰收。 9 月
22 日，2024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白河县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在仓上
镇天宝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成功举
办，共同唱响丰收赞歌，礼赞丰收中
国，展示白河“三农”的丰硕成果，展
现水色白河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 欢声笑语与丰收的
喜悦交织成一首动人的田园诗歌 。
欢庆锣鼓 《今天是个好日子 》、诗朗
诵《今天 我为你礼赞 》、歌曲 《走进
新农村》《白河我深爱的家乡》、舞蹈
《小酒馆》《春闺梦 》《盛世欢歌》《白
河水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嘹亮
的歌声唱出丰收的喜悦， 欢快的舞
蹈跳出了庆祝丰收的活力和激情 ，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
节目演出期间还穿插着高素质农民
代表证书发放及高素质农民田间学
校授牌仪式。

在农特产品展销区， 来自白河
县各个乡镇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 农业经营企业等
带来了各自的土特产，跑山鸡、胚芽

米、毛尖茶、瓜果蔬菜等摆满展台、琳
琅满目，展示丰收成果，分享丰收喜
悦。

“农庄村集体经济发展养鸡产
业，今天刚好举办农民丰收节，我们
带了 30 只鸡，已经卖了 25 只，希望
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帮助我们拓
宽销售渠道，助推我们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 ”白河县财政局派驻仓上镇
农庄村第一书记杨武江说道。

为丰富丰收节活动，进一步增强
干部职工间的凝聚力与合作精神，提
高干部职工的身心素质，活动期间还
举行了篮球表演赛和农事趣味竞赛。
在快乐毛毛虫、蔬菜大接力、晒场收
谷等比赛环节，大家团结协作、密切
配合，尽情释放活力、展示各自风采，
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享受着运
动带来的乐趣。

“我们是从西安专程到这里来，
咱们白河山好水好人更美，在这能体
验到新鲜的空气、人文文化，今天能
有幸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感觉非常
开心， 祝白河的丰收节越办越火、越
办越旺。 ”游客魏昆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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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经典话剧《雷雨》将在安康上演

数字赋能擘画乡村新图景
通讯员 张辉

500余名自驾游爱好者
走进凤堰景区

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

游人如织

游客拍照打卡 农事体验

骑行游客进凤堰

话剧海报

智慧农业综合管控系统大屏幕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