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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四月，闾关村发展的连片稻田养蛙项目正在快
速推进。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大户”模式，闾关村流转
群众土地 200 余亩，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流转土地进行
统一整理，租赁给致富能人发展稻田养蛙产业，既丰富
了产业结构，又能够带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还能为群
众带来土地流转和务工收益，走出了一条“社企户”联合
发展的新路子。

而类似这样的创新机制正在全镇范围内如星火燎
原般蔓延。 黄场村与联通公司合作推进 “数字乡村”项
目，通过发展联通用户收益返现，每年可为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带来收益 5 万元以上。 蜀河社区将古镇的停车
场、剧院等公共资源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每年

可实现收益 10 万元以上。
在镇党委、政府的产业布局里，工业园区的轰鸣声

亦为这幅田园画卷注入了铿锵节拍。恒发石材的加工车
间内，汉江岸的灰岩排成方形列阵，一辆辆卡车拉着切
割好的石材奔赴各个项目工地；阳坤玩具厂的缝纫机阵
列前，女工们动作麻利，手中的绒布在一张张巧手下慢
慢有了玩偶的轮廓。“在家门口当‘产业工人’，挣得不比
在外打工少，还能照顾家里，简直一举多得。 ”女工张晓
燕说话间，一只毛绒小狗已制作完成。截至目前，全镇已
形成以生态农业为基础、轻工业为支撑、文旅产业为引
领的立体产业体系，群众收入年年攀升、乡村面貌日新
月异。

蜀河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既要守正更要创新。 近
年来，该镇通过“古镇引流、农业夯基、工业补链、文化铸
魂”的四维发力，蹚出了一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的新路
子，成为全市名列前茅的标杆样板镇。汉江潮涌处，千年
古镇续写着新的传奇；巴山月明时，乡村振兴的乐章愈
发激昂。 蜀河人用担当与智慧，在秦岭汉水间奏响了新
时代的乡村振兴进行曲。 此刻的蜀河，既有“晨兴理荒
秽”的勤勉，更有“谈笑凯歌还”的自信。当阳坤玩具厂的
毛绒玩具漂洋过海，傅家湾的蜂蜜成为养生佳品……这
座咏叹千年文化基因、高歌多元业态发展的古镇，正从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走向“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辉
煌。

千年古镇奏响振兴强音

(上接一版）
“我们累计投入 7.3 亿元实施整体提升，就是要让

每个村庄都成为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跟得上时代
的幸福家园。 ”黄涛的话语里透着坚定。 在“古镇景区+

宜居新区+新农村示范带+特色林果带” 的四区联动
下，全镇形成“粮油蔬菜强基、观光荷塘引流、林果采摘
添趣、民宿垂钓留客”的立体格局。

夜晚的蜀河古镇别有一番韵味。 红灯笼串成闪烁

的宝石，民居内的二胡声悠扬响起，露营基地飘来吉他
声。 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映照着古镇的新生，也照亮
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春赏千亩油菜金浪，夏观百亩荷塘月色，秋采林果
十里飘香，冬品八大件饕餮盛宴。 蜀河镇深谙“无农不
稳、无旅不富”的发展真谛。 在古镇农特产品展销街，
胡家粉条作坊前总是排起长队。每年 12 月是粉条加工
的黄金时节，这时候，也是胡家粉条负责人胡元刚最忙
碌的时候，全家老小齐上阵，从早忙到晚，天不亮就得
将做好的粉条挂在竹架上晾晒。 “这可是用汉江水和
的富硒红薯粉，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做几千公斤，去年做
的存货都卖得差不多了，口感筋道弹牙，十分受消费者
欢迎。 ”他笑了笑，指向装好的粉条，“去年有个湖北客
户，专门开车过来买了 25 公斤。 ”凭借精湛的工艺、天
然的品质，目前胡家粉条已发展形成集工坊、门店、工
作室于一体的特色品牌，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万元，带动
红薯种植户、产业工人增收致富。

与此同时 ，“古镇游+农业游 ”的 “产业+”模式在
蜀河镇亦是成效显著。 春日的郅家湾村，千亩油菜花

海翻涌金浪 ，无人机掠过云端 ，将 “大地油画 ”的震撼
画面传向五湖四海 ；夏夜的三官社区 ，露营基地亮起
星星灯 ，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流萤 ；秋收时节的渡口
村，软籽石榴压弯枝头，果农们背着箩筐采摘，硕大饱
满的“红宝石”隔天便出现在城市居民的果盘中；隆冬
的“裕庆和”老店，蒸汽氤氲的厨房里，68 岁的杨正田
将青花海碗在长案上一字排开，翘嘴白在秘制酱料里
翻滚 ，魔芋豆腐在卤菜锅中咕嘟作响 ，引得远道而来
的游客连连惊叹：“这哪是吃饭，分明是赏心悦目的艺
术表演。 ”

古镇的青石板路上， 文旅公司讲解员刘芳的扩音
器就没关过。 “游客们既爱听‘小汉口’的商贸传奇，也
爱看现代农业的科技魅力。 ” 她指着满是浮雕的青砖
介绍古码头的前世今生，游客们啧啧称奇，几个孩子已
在街头巷尾追逐着寻找“宝藏”。 而在古镇的戏台上，
汉调二黄的悠长唱腔与抖音直播的轻快音乐奇妙交

融，“火狮子” 灵动跳跃的舞姿， 让开直播的游客收获
大量点赞，刷屏的小爱心亮起红红一片。

“过去总说‘捧着金饭碗要饭’，现在我们让老手艺
成了新饭碗。 ”古镇“裕庆和”店面里，负责人李俊沏上
一壶富硒茶，忍不住发出感叹。这位扎根故乡创业传承
非遗的“领头雁”，将祖传的八大件宴席打造成亮眼名
片。 他开发的“古镇两日游”线路，将美食体验与民宿
客栈、茶社书院有机结合，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这一幕幕鲜活的场景， 恰似蜀河农旅融合交响曲
中最灵动的音符。 当镇党委书记黄涛的目光掠过古码
头、温控草莓大棚和笑语喧哗的露营基地，自信的话语
中道出发展的航向。 “农旅融合的密码，就在于让农耕
文明与现代生活共鸣共生。 ”此刻，千年蜀河的文脉如
汉江水般静静流淌，而乡村振兴的浪花 ，正拍打出新
时代最激越的节拍 。

农旅融合闯新路，千年文脉活水来

产业振兴强根基，发展动能更澎湃

蜀河古镇游客如织

蜀河古镇地标性建筑—黄州会馆

蜀河古镇汉调二黄走秀展演

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检查 2024 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
游城市定向系列赛（旬阳蜀河站）赛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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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河古镇“中国好乡音”K 歌赛人气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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