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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猕猴桃冬季管护的关键时期,走进汉阴县
观音河镇连片的猕猴桃园中, 人大代表彭诗群正在指导
果农们除草清园、翻地施肥、整形修剪，一派忙碌景象映
入眼帘,通过科学合理的管护,确保猕猴桃树能够安全越
冬，为来年秋季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 2017 年以来， 观音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
赋，大力发展猕猴桃 2800 余亩，为了能够将人大代表的
履职和产业发展高度融合， 该镇在猕猴桃产业链上建立
人大代表联络站，将人大代表牢牢镶嵌在产业链上，借助
人大代表力量，促进产业规模化、智慧化、标准化发展。

“现在种植猕猴桃好了，没有后顾之忧，每到产业管
护时节， 分片包抓我们这一片的人大代表都能及时到现
场， 怎么修剪绑枝、 怎么翻土施肥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
白，我们只要在猕猴桃种植方面遇到困难，不管是找哪里
的联络站，都有人及时帮我们排忧解难。”说到这里，义兴
村果农刘美全忍不住对产业链人大代表联络站竖起了大
拇指。

聚焦产业发展，该镇不断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将驻站
代表中的产业带头人、大户、技术能手组建成猕猴桃技术
培训队,通过人大代表技术人员分片包户，采取“清单制+
责任制”的方式，定期开展田间“小课堂”进行技术培训指
导，果农们也可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直接到联络站反映问

题，按照“群众点单”，产业链联络站“接单、派单”的工作
模式，及时解决群众需求，不断提升群众发展种植猕猴桃
产业的信心，也为猕猴桃产业“反租倒包”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好山好水出好果，要想猕猴桃产业发展得更好，不
光需要解决种植技术上的问题，做好优质产品的销售，延
链补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更为关键， 这样才能焕发出产
业发展的新活力。 ”联络站站长苟小宁说。

为了激发产业活力，发挥代表作用，该镇结合猕猴桃
“千人营销”模式，在猕猴桃成熟前期，利用小视频，组织
人大代表在网络媒体、 公共场所数字大屏宣传观音河猕
猴桃“六大特点”，采摘后，主动与有意向的个人、企业、水
果超市签订产品销售合作协议，促进猕猴桃产品销售。不
仅如此，人大代表还积极参与到猕猴桃果汁、果酒的深加
工中，进一步在延链补链上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 该镇为充分发挥好猕猴桃产业链人大代表
联络站作用，先后制定了联络站工作职责、议事制度和代
表联系产业大户制度，按照联络站站长、副站长包村，产
业大户、有技术的代表包抓 3 至 5 户的原则，对全镇 7 个
村 50 余户果农进行分片包户，全力推动产业发展各个环
节工作落到实处。

“在外地打工，一回来差点都找不到家门了。 没想到这半年
村里变化这么大，环境变得这么好。 ”前段时间，才从江苏务工
回家的平利县三阳镇牛角坝村村民陈立对家乡的变化感慨万
分。

环境整治，久久为功。 牛角坝村的华丽蜕变并非一蹴而就。
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在三阳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年初以来，牛角坝村锚定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目标，
创新“统一‘一盘棋’、形成‘一张网’、连接‘一条心’”“三个一”
工作法，按照“细化到户、责任到人、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推进
废、旧、闲置农房连片改造，整合公益岗、定责“门前四包”，开展
“卫生户”评选、“集中清洁日”等活动，推动党员干部示范带动，
群众积极参与，形成民建、民管、民享良好氛围，不断擦亮人居
环境底色，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诗和远方。

“现在村里环境真是好，四处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村主
次干道有垃圾集中收集点，菜园都用篱笆围了起来，安置点还
建设了小仓房，住在我们这儿比住城里的楼房还舒服。 ”牛角坝
村村民高祥兴自豪地说道。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 牛角坝村干净美丽的环境还赢
得了投资商的青睐，8 月初，平利县鑫农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同牛角坝村初步达成集体经济入股合作协议和产业用工合
作协议，投资规模 2000 万元的陆基养鱼项目在牛角坝村正式落
地建设， 项目建设用工及后期产业管护， 将带动牛角坝村 200
余人就近就业增收。 公司负责人付顺利对镇上的干部说：“三阳
人的热情和这里干净优美的环境吸引了我们， 在这里投资放
心、舒心。 ”

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吸引了投资
商，也为当地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活力。 “去
过八仙天书峡、正阳大草甸，还是第一次来三阳镇，这里风景很

美，环境也很好，农家菜的
味道特别棒， 还有网红打
卡点， 真是给了我很大的
惊喜。 ”慕名“三阳茶”而来
的李先生， 在牛角坝村不
仅买到了好喝的茶叶 ，还
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平利风
景。

“我们以自身茶叶品
牌建设为基础， 打造具有
本土特色的民宿小院 ‘祥
华苑’，在这次‘五星级’和
美庭院创建过程中， 我们
对小院进行了翻修并增建
了 ‘见山亭 ’，进一步提高
了民宿接待水平， 丰富了
文化内涵。 ”三阳镇祥华苑
民宿负责人高瑞介绍道。

据了解，仅国庆期间，
牛角坝村接待游客上千余
人次，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20 余万元 ，其中 ，茶园观

光和民俗体验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可以预见，茶文旅融合发展
将逐步成为该镇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以此次“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为契机，牛角坝村积极推进
整村“和美庭院”创建，以政府 40%政策支持，撬动群众 60%的主
动投入，打造三星级“和美庭院”161 个、四星级“和美庭院”10
个、五星级“和美庭院”1 个，通过花大钱办大事，花小钱办好事、
美事，打造各美其美居民点，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全面提升镇
域人居环境。

环境好了，矛盾少了，幸福感也随之而来。 “之前，大家总是
因为谁家的垃圾占道了，谁的东西过界了吵来吵去，现在好了，
村上主次干道都有垃圾集中收集点，还有人定期来处理，道路
也扩宽了，菜园还给砌了边坎，在宽敞舒适的环境里，家庭成员
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村民高祥国对此很是感
慨，他说，人与人相处的通道打开了，就会越来越和谐。

在“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过程中，牛角坝村还在河道沿岸
修建了健康步道，因地制宜布局二十四孝图，村党支部书记陈
行洪还带头筹资建设了牛角坝村“陈氏家风馆”，以良好家风带
动淳朴民风、文明乡风。 除此之外，牛角坝村还聚焦独居、残疾、
五保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定期开展“一老一小”关心关
爱志愿服务活动，用真心、真情、真诚彰显基层治理“温度”，不
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现在的牛角坝村道路宽阔整洁、民居错落有致、农田生机
盎然、河流碧波荡漾，门前有茶园、屋后有菜园，干净又美丽，幸
福又宜居……”在 9 月 27 日牛角坝村“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暨
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观摩活动中，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刚自豪地
向与会嘉宾们述说着牛角坝村的变化。 乡村美了，村民乐了，幸
福近了，人居环境整治催生牛角坝村迎来美丽蝶变。

本报讯（通讯员 冯文波）近日，汉水清音·陕南民歌“十大
歌手”走基层巡演走进汉滨区茨沟镇，为当地的父老乡亲带去
视听与心灵的双重享受。

随着《姐儿下河洗蒜苔》《久不唱歌忘了歌》等经典民歌的
悠扬旋律响起，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市文化
产业发展中心的艺术家们及陕南民歌“十大歌手”用他们深情
的歌声，将陕南民歌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兰草花》
的清新脱俗，到《山妹子》的活泼灵动；从《郎在对门唱山歌》的
深情款款，到《送饭调》的幽默诙谐，再到《草帽子满天飞》《陕南
民歌联唱》的热烈欢快……每一首歌曲都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
卷，在观众心中缓缓展开。

歌手们用他们高亢的嗓音和雄浑的唱腔，将陕南民歌的千
古风韵演绎得荡气回肠。 那些激昂豪迈的唱词，那些诙谐有趣
的旋律，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田。 演出现场
掌声雷动，观众们纷纷表示，这场演出简直是一道道丰富的精
神大餐，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陕南民歌的盛宴。

除了精彩的演出，茨沟镇中心社区文化广场及周边区域还
全天候呈展了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 美食百货及农特产品展
销。 农家腊肉、红薯粉条、土鸡蛋、山核桃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而最为享誉驰名的茨沟豆腐系列食
材更是深受游客青睐，豆腐宴更是成为活动的亮点之一。 游客
们不仅可以现场体验豆腐的制作过程，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豆
腐美食，享受到了乐、购、娱的全方位体验。

“一直想回故乡看看，这次在金州广场上看到近日茨沟有

系列活动的宣传，我们一行就来了 7 人。 没想到正好赶上了今
天的活动，不仅可以现场体验制作豆腐、品尝豆腐，还可以欣赏
久违的陕南民歌，更可以去观赏漫山红叶，真是一举多得。 ”来
自天津的徐女士说道。

此次汉水清音·陕南民歌“十大歌手”走基层巡演走进汉滨
区茨沟镇，不仅为当地群众带来了文化大餐，也为茨沟的乡村
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旬阳市深耕赛事经济，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与人文历史禀赋，发挥“赛事搭台、生态布景、文旅唱戏”优势，
聚力培育特色赛事品牌，不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让赛事
“流量”变消费“增量”。

太极城里赛门球，“小球”转动“体育+”。11 月 7 日至 11 日，
“全民健身·运动三秦”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赛门球总决
赛暨“相约旬阳”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门球选拔赛在
旬阳体育场举行。 为期五天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的 50 支队
伍 500 余名选手齐聚山城， 挥杆开赛。 大家在每一次击球、过
门、撞杆中既感受到激动人心的赛事氛围，也领略了“山水太
极·人文旬阳”的独特魅力。 在赛场外的专属展区，拐枣醋、双麻
饼、腊肉干、香菇木耳等美食以及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等聚焦了

不少人气。赛场即是景点、比赛即是旅游，不少既喜欢运
动也热爱旅游的人趁机选择跟着赛事来旅游，在旬阳一
停就是数日。

参赛选手张宝平说：“我是来自延安市志丹县的门
球运动员。 我们是提前两天就到了旬阳，感受到了旬阳
人民的热情，尤其吃了当地的美食，比如说两掺面、蒿子
炕还有双麻饼等，味道很不错。之前也在抖音上搜索过，
旬阳是中华太极城，这次来了以后在老城感觉到周边的
风景也是特别美丽，尤其是秋天的景色非常宜人。 ”

“我来自陕西韩城，来到旬阳之后，我们裁判员品尝
了旬阳的拐枣、拐枣醋还有两掺面、菜豆腐，感觉非常可
口。我们参观了蜀河古镇，还去了太极城森林公园，景色
都特别美。 旬阳市举办的这个体育赛事，让我们广大门
球爱好者和裁判员相聚于此，通过以球会友，顺便旅游，
还参加了大众体育运动项目，希望以后这种活动能经常
开展，我们也会经常参加。 ”裁判员齐洪梅说道。

今年，旬阳市先后举办了“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
向系列赛、“全民健身 运动三秦” 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
赛、陕西省社区运动会（旬阳站）、陕西省社指员交流展示大赛、
安康市第二届生态运动会“山水太极 人文旬阳”太极拳邀请赛
等 30 余场大型体旅赛事活动。 众多精彩纷呈的竞技类或群众
类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共吸引游客超 2.8 万人次，拉动消费收入
超过 1300 万元。 这既是一场赛事盛宴，也是一次城市形象的集
中展示。 密集的比赛项目把擂台搬进景区、历史文化街区，为当
地餐饮、酒店等旅游相关联的产业聚拢人气的同时，也提升了
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近日，人民日报《我的宝藏家乡》系列主题
传播活动宣传片上线， 旬阳市入选的消息，让
当地群众颇感自豪。

旬阳位于秦巴山间、汉水之滨，汉江、旬河
在这里交汇，曲水环流，状若太极，秦时设关置
县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素有 “秦头楚
尾”和“北国江南”之誉。 旬阳市国土面积 3541
平方公里，辖 21 个镇 309 个村（社区），人口约
46 万，是安康市唯一的县级市。

旬阳境内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引人入
胜，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遍布全市，有省级文
保单位 16 处，市、县级文保单位 82 处，列入国
家非遗保护名录 1 个、省级非遗 8 个、市级非
遗 29 个 、县级非遗 80 个 ，旬阳民歌 、汉调二
黄、道情皮影、烧狮子、采莲船等民间艺术，让
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呈现出交相辉映的夺目
光彩。

秦岭和巴山在这里密话，汉江与旬河在这
里相拥。 巍巍羊山、雄伟黑山、奇幻天门山、惟
妙惟肖毛公山、汉江第一湾乾坤湾、汉口小都
会蜀河古镇、秘境水泉坪、诗意水洞沟、朝秦暮
楚铜钱关、灵秀小武当西岱顶，还有全国唯一
以“红军”命名的红军镇，都为太极城增添了无
限魅力。

太极城森林公园、灵崖寺森林公园和滨河
公园，集休闲健身、文化娱乐、陶冶情操等功能
于一体。 山上飞将在，旬河仙姑来，热闹繁华的
祝尔慷广场，古香古色的旬河廊桥，让游客身
处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感受山在城中、城
在水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诗情画意。

千里江卷落安康，百里画廊在旬阳。 汉江
南流，旬河北绕，自然造化一座天然山水太极

城。 古城墙、古城门、文星塔、孟达墓等诸多遗
迹沉淀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印记。 独孤信印、象
牙算筹等国宝让旬阳熠熠生辉，散发着神秘的
光彩。

旬阳鸡血石尊享 “国石 ”美誉 ，炭雕工艺
品、双麻饼、魔芋干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拐枣、
狮头柑等，备受大众青睐，远销国内外。 蜀河八
大件、旬阳礼馍、油包子、麻花、馓子、酸菜两掺
面、浆水面鱼儿等特色美食，唤醒游客舌尖上
的乡愁记忆。

旬阳市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描绘出一幅
山水画廊、人间福地的绝美画卷。 春有千亩油
菜满眼金黄，夏有茂林修竹绿波荡漾，秋有稻
谷飘香层林尽染，冬有琼花碎玉白雪皑皑。 朝
暮成诗、四季如画，旬阳便是令人心之所往的
桃花源。

满城星火列星案，一曲旬水绕太极。 夜晚
的太极城绚丽的霓虹灯齐放， 祝尔慷广场、旬
河廊桥、老城岸边，看万家灯火闪烁，仿佛穿越
了时光隧道， 演绎着海市蜃楼里的天街夜市，
映照着灯光璀璨的斑斓夜色。

悠悠古城，山水相依。 在旬阳，可揽北国风
光，可赏江南韵致，可品秦风楚韵，可观民歌民
舞。 一个因水得名，汇集历史、文化、生态为一
体的城市，如同镶嵌在秦巴山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辉映在汉水流域的一道亮丽霞光。

在秦巴腹地、汉江河谷，八百里旬阳的山
水间漫步；在《诗经》婉转的歌赋里，探索两千
多年的文明史诗……也许这就是旬阳之所以
能够入选人民日报《我的宝藏家乡》的答案，一
座底蕴深厚的城池，是值得颂赞的美好家园。

近段时间，汉阴县中心城区的河道上迎来
了一群 “贵客”，20 多只被誉为 “东方宝石”和
“吉祥之鸟”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朱鹮，成
群结队“进城”觅食嬉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下午三点左右，有细心的群众在路过汉阴
县东城大桥时发现，距离大桥二三十米远的河
道中，几十只朱鹮正在“聚餐”。 它们悠然捕食
水中的鱼虾，时而结伴飞翔、嬉戏玩耍，时而闲
庭漫步、沐浴暖阳。 热闹而和谐的场面迅速吸
引了众多路人关注，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
下这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

“以前在县城周边看到过朱鹮觅食，在城
里看到这么多还是第一次 ， 这个朱鹮很漂
亮。 ” 路过的群众徐婷兴奋地说道。

近年来，汉阴县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不断加
大，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月河作为汉
江的一级支流，其河畔及周边湿地为朱鹮等鸟
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朱鹮数量的增多和栖息范围的扩大，正是汉阴
县生态环境改善的有力佐证。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生态资源，汉阴县设
立了朱鹮栖息区，并充实了保护站点监测巡护
队伍，利用无人机监测、视频监控等技术，加强
了对朱鹮栖息地的巡护和朱鹮活动的监测。

“自 2010 年首次在涧池镇洞河河畔发现
朱鹮以来，汉阴县已经先后在多个镇村发现了
朱鹮的踪迹，但朱鹮如此大规模的‘进城’还是
首次。 截至目前，我们已在汉阴县共发现了朱
鹮 120 余只。 ”汉阴县林业局生态宣传员段元
元介绍。

成群的朱鹮“进城”觅食，不仅为汉阴县增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展示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生动画面。 随着汉阴县生态环境的不
断改善和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的朱鹮和其他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安家
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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