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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岚皋县四季镇深入挖掘、传
承、创新、利用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紧扣
“四县战略”总体部署和“一体两翼”会客
厅定位，立足“非遗小镇·休闲四季”品牌，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成功打造
了“巴山样子杨家院子”“文武老街茶盐古
道”“休闲四季非遗美食” 等文旅品牌，切
实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化资源优势为
产业优势、致富渠道 ,不断播撒乡土人才
“火种”,持续涵养乡村文化生态,全面推动
文化、产业、人才共发展 ,让“文旅+”成为
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文旅+村集体经济”，助推三变改革
资金提质增效。按照“三变改革促发展、文
旅融合助增收”的工作思路 ,成立股份经
济合作社,利用入股到合作社内的土地林
地资源、乡村旅游资产、现有各类帮扶资
金等开展资源招商、资金投资理财、置办
实体自行运营。先后打造了木竹村陆基养
鱼、木竹烤羊、竹园陆基养虾、茶旅融合等
文旅型村集体经济。月坝、天坪、长梁三个
村依托杨家院子省级旅游度假区,推动文

化与经济互动发展,与邻村合作,深入挖掘
非遗文化，融资打造建设了杨家院子非遗
美食作坊区,让农户参与制作与售卖,各尽
其力,激发信心和能动性,解决了以往景区
游客火爆村民“事不关己”、发展“不充分、
不均衡”的问题，也解决了村“两委”直接
从事经济活动的“体制障碍”,让群众在文
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下实现增收致富目标。

“文旅+产业链条”，助推三产融合高
质量发展。 依托“杨家将”、茶盐古道等历
史文化背景，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并
打造与之相结合旅游景点、 农家民宿、传
统菜品和非遗文化产物，利用乡村自然优
势和发展定位 ,逐步建立了“山上绿色种
养、山下农家消费、沿线文化传承”的“文
旅+产业”的互动链条,形成了以集镇交旅
融合为核心，以高石庄至巴山大草原 211
国道旅游产业发展为轴线，以“巴山样子·
杨家院子”省级旅游度假区、文武老街竹
园茶旅融合区、 木竹烤羊森林康养区的
“一心一轴三区”文旅融合新布局。先后打
造农家乐 40 余家餐位 3000 余个， 民宿

10 余家，年接待游客超 30 万人次，消费
达 3500 余万元的文旅消费综合体， 继而
催生出种养殖基地和订单农业,带动了农
户蔬菜、畜禽等产业发展 ,助推了历史文
化的传承和服务行业的转型提升，推动了
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壮大 , 最终形成了
“三产带二产促一产” 的三产融合发展新
格局。

“文旅+非遗”，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发展。 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神仙
豆腐制作技艺”为切入点,积极探索“非遗
文化+传统工艺 ”， “非遗文化+乡村振
兴”，“非遗文化+特色产品” 等发展路径,
衍生出神仙豆腐果冻、神仙树酒、手工魔
芋豆腐、辣子鸡、粉蒸肉等系列文旅非遗
产品。结合“巴”文化编排节目“巴女拜寿”
“农耕四季”“大道锣鼓”“月坝村晚” 等非
遗文旅节目，将巴山的民俗风情和四季变
化融入舞蹈，增加独特的文化体验、传承
地方历史文化，吸引线上线下观看游客达
60 万余人次， 有效提升四季镇的文旅融
合发展吸引力和传承力。 同时,将非遗文

化建设纳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内容中,不断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巴
文化和农耕文化精髓,不断壮大非遗传承
人队伍 ,将根雕、竹编、草编、美食制作融
入现代文化元素,不断助推镇域非遗文化
有效传承和发展。

“文旅+品牌塑造”，助推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锁定
“岚皋味道”美食品牌、“休闲四季”活动品
牌,树立“巴山样子杨家院子”等良好形象
和品牌。以杨家院子省级旅游度假区为营
销主体,以项目或景观为导向,结合新媒体
等途径,培养固定粉丝群,打造多个文旅爆
款景点。 同时，创新文旅活动，以“浪漫之
春、欢乐之夏、魅力之秋、梦幻之冬”四季
品牌为主,创新举办“岚皋味道”非遗美食
节、徒手摸鱼、泼水节、七夕节、中秋灯会、
吊罐炖万物、长街宴、庖汤宴、元宵社火表
演等各类活动,以历史文化、民间美食、休
闲娱乐为特色,不断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
卡拍照，地方特色浓郁的乡村旅游文化品
牌效益越来越明显，成效越来越显著。

四季镇：“文旅 +”助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杜胜东

本报讯（通讯员 翁军 潘兴东）“这个冬天很温暖。 ”
近日， 全国工商联执委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跨区域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向汉滨区中原、叶坪、沈
坝三镇幼儿园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智慧黑板、教能一体机
等物资。公司员工闻讯，自发捐赠益智玩具、书包、保暖手
套等物资，满满一车物资专程从西安总部送抵活动现场。

“易点心意、益童成长”活动，犹如点亮山区孩子的一
盏灯。前不久，陕西省曙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汉滨
区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为 100 名金榜题名的寒门学
子，每人资助了 5000 元励志“红包”。

“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全国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
工作品牌。汉滨区工商联在纵深推进中，把教育振兴当做
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 仅 2024 年募集善款 100 万元，为
助苗成长播撒了一份爱心和希冀。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民营企业用实际
行动回馈社会、助力教育，诠释了新时代的大爱与大义。
刚刚成立的双龙商会举行 “乡村振兴一日捐”， 你 1000
元，我 500 元，他 3000 元……从“一日捐”到“一起捐”，从
“一人捐”到“一家捐”，募集爱心善款 12 万元，全部用于
教育事业。 流水商会 20 年支教痴心不改，今年一如既往
通过组织或个人，捐助资金 10 万元。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城北、新城、吉河等商会和天
行健、 惠和、 润锦等民营企业也纷纷为教育振兴慷慨解
囊。 “每一张灿烂笑脸就是辛勤园丁浇灌的每一颗希望的
向日葵。”汉滨区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走进五里镇共度儿
童艺术节，感受美轮美奂视觉盛宴的企业家们购置书包、
彩笔、文具等学习用品，向 378 颗童心送上了节日祝福。

情系汉滨，温暖汉滨，汉滨区工商联主席易玮颇有感
触地说：“有了爱心企业的倾注，教育振兴这朵希望之花，
一定会在广袤的汉水之滨绽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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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紫阳县洄水镇联沟村的油菜田里，农户们正忙着收割油
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紧接着，将收割整理好的油菜运往该镇的
撩酸菜加工厂，进行称重、登记、分拣、冲洗、入缸、腌制等工序，大力发
展当地的“撩酸菜”特色产业。

说起“撩酸菜”产业的发展，首先是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大力带动。
洄水镇联沟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与紫阳县苏秦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签
订销售合同，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有力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并免
费为农户发放油菜种，提供技术培训与指导，提升油菜品质和产量，形
成了“产供销”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依托“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三联工作机制，联
沟村党支部积极与该镇周边村党支部开展合作交流， 村与村之间通过
抱团发展壮大油菜种植面积，扩大撩酸菜产业种植基地，带动群众进园
务工，目前已带动全镇 300 余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撩酸菜”已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在“撩酸菜”产业链
条的带动下，预计今年将收购油菜 15 万余斤，产值可达 38 万元，使种
植户户均增收 2000 余元，把群众的收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让群
众获得了可感可及的实惠。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洄水镇将特色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有力抓手，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运作模式，持续做强撩酸菜、富硒茶叶、流水养鱼、中药材、富硒冬桃等
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助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有了这个小菜园，我们很开心，种菜方便多了！ 虽然只有一小片
地，但已经够用了。 你看这萝卜、小白菜、芹菜长得多好。 ”近日，石泉县
池河镇西苑社区居民李兵衣在小菜园里一边忙着采摘新鲜的蔬菜，一
边笑呵呵地说道。

为深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解决搬迁群众种菜难问
题，西苑社区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由社区党支部带头、党员示范、群
众参与，把利用闲置土地资源与解决群众“菜篮子”问题结合起来，让闲
置土地变菜园，让搬迁群众有地种、有菜摘。

“我们社区的群众都是农民，种了大半辈子的地，都想有一块地种
点菜，自家种、自家吃，这样很方便。 为了满足群众期望，我们充分利用
闲置土地资源整治开发‘小菜园’167 块，目前地块已全部分配到位，按
照‘统一建设、有偿租种、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块地以每年 50 元的标准
租给群众种植蔬菜， 每年可为群众节省吃菜费用 500 元以上， 解决了
‘种菜难’‘吃菜贵’的问题，群众的生活也有了寄托。 ”西苑社区党支部
书记陆龙俊说， 这些小菜园不仅为当地群众带来了新鲜的蔬菜和丰收
的喜悦，还在促进邻里和谐、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前还没搬来的时候我就在老屋后面种点菜，打发时间。 刚开始
搬来还不习惯，现在有了这片‘小菜园’，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没事就去
浇浇水、拔拔草。 ”社区居民张辉福说起“小菜园”赞不绝口。

小小菜园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种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不仅找回了
对土地的情怀，也找到了满满的归属感。 “我们将继续发挥小菜园的积
极作用，不断推动社区产业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真正把群众所想所盼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让社区成为幸福
家园。 ”陆龙俊表示。

仲冬的寒意尚未完全浸透镇坪县五
星村，却早已被一场暖心的仪式驱散。 12
月 5 日，村民朴立友将一面绣着“搭建群
众连心桥，引领乡村致富路”的锦旗送到
曾家镇五里村驻村工作队手中。他憨厚地
笑着说：“这不仅是一面锦旗，更是我的一
条希望之路。”在场的驻村干部无不感慨，
锦旗的背后，是一段温暖而艰辛的帮扶故
事。

一面锦旗，一个故事

6 年前的 2018 年，朴立友还是一位刚
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户。 曾经在矿场工作的
他， 因长期受粉尘侵害患上了尘肺病和肺
气肿。2008年，一场矿场事故让他的命运更
加沉重———落石砸伤了他的右侧大脑和右
腿，脊椎骨折，几乎失去了行走能力。

身体的伤痛和病痛让他屡屡感到生
活的沉重， 但他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后来，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镇坪县审计
局的结对帮扶为朴立友的生活带来了新
的转机———一条通村便道修到了朴立友
家门口。

虽然只是简单的土路，但交通的便利
让朴立友不再为出行和运输物资困扰，也
为他带来了发展产业的机会。在县审计局
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朴立友开始尝试种
植和养殖。 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他坚韧
不拔，努力种植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并养
殖了乌鸡。

“村上和县审计局的干部经常来看望
我，给我送生活物资，帮我发展产业。他们
帮得这么用心，我自己更要加把劲！”他常

对人说。
有一次，朴立友拿着一摞病历下山看

病，医生得知他竟在山上种地养鸡，惊讶
道：“你能自己把饭吃了就不错了！居然还
能种得了地？”这句感叹的背后，是对朴立
友顽强生命力的由衷敬佩。

随着县审计局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2023 年 10 月， 一条水泥路硬化到
了朴立友家门口，这让他的生活和产业发
展有了质的飞跃，驻村工作队也为他量身
定制了一条致富良方：家门口产业路方便
运输物资；组织农技专家指导他种植和养
殖； 为他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现在，
他已拥有 10 余亩农作物种植地 、200 多
只乌鸡和 4 头生猪 ， 每年收入达 15000
元，生活蒸蒸日上。

每次提起这些改变，朴立友都会感慨
万千：“如今路修好了，家门口养鸡种地样
样方便，今天的幸福日子，是党和政府给
我的。 ”

朴立友的故事，是五星村快速发展的
一个缩影， 更是县审计局 11 年来帮扶成
效的生动写照。

一个村庄的蜕变

时间回溯到 2013 年， 五星村还是一
个贫困落后的山村。 崎岖泥泞的山路、破
旧的基础设施， 以及单一的增收渠道，让
村民的日子举步维艰。“那时候，整个村子
没有一条像样的产业路，更谈不上什么致
富产业。 ”村党支部书记朱仕明回忆道。

县审计局与五星村结成帮扶对子后，
迅速开展调研， 找准村庄面临的实际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精准帮扶。 通过深
入了解村民需求，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
要任务，从完善五星村“硬件”条件入手，
11 年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10 余万元，
协调有关部门落实项目资金 1000 余万
元，推动村庄旧貌换新颜。

村里的变化令人瞩目：修建并硬化 5
条产业路，解决出行难问题；建成 3 处防
洪河堤和 1 座便民桥，提高自然灾害应对
能力；架设信号基站，改善通信条件；安装
26 盏路灯和 7 台电子监控设备， 大大增
强村民安全感。 “路修好了，村变亮了，大
家的生活也有奔头了。 ”朱仕明感慨道。

2020 年 8 月， 平镇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 高速路口通过五星村所在的曾家镇，
进一步缩短了村子与外界的距离，村民的
生产和销售链条得以快速延伸，也使得村
庄逐渐融入更大的经济网络，为后续产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路子越走越宽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五星村逐步
从“硬件”建设迈向了产业发展的新阶段。
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准施策，县审计局多次
组织干部外出考察学习，调研后又召开村
组、院落会议和村干部反复商讨，因地制
宜形成了“支部引领、村集体和龙头企业
双轮驱动、 致富带头人和群众共同发力”
的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招商引资，五星村成功引进多个
项目， 建成了 1 个产业孵化园、1 个金属
加工园区和 3 个中药材种植园， 推动黄
连、葛根、党参等优质药材的规模化种植，

总种植面积超过 3000 亩， 为村民提供大
量就业机会。此外，还启动养殖项目，养殖
乌鸡 6500 余羽， 带动 100 余名村民实现
每年务工增收 1 万元以上。为拓宽农产品
销路， 县审计局积极联系企业洽谈合作，
并组织电商团队对接线上销售平台，为村
民增收提供全方位支持。

村民钟太桂的日子就是这种模式的
受益者。面对采访他满怀感激地说：“他们
帮我们发展产业，现在我们老两口一天务
工就能挣 200 多元，日子越过越好。 ”

幸福生活的新起点

如今，走进冬日的五星村，阳光洒在
硬化的村道上，村民们正忙碌于新一季中
药材的种植管护，大家脸上充满对未来生
活的信心。 朱仕明动情地说道：“这些年，
审计局和村民一起干出来了新的五星村，
他们是真正的接力者，我们也会接好这根
棒，把党的宗旨在基层传承下去！ ”

接力跑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从基
础设施的改善到产业的兴旺， 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五星村这场历时 11 年的发展
接力赛，背后是无数人的汗水和智慧。

“对五星村的帮扶， 不只是解决一时
的困难， 而是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和智慧，
为村子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动力，我们
有信心把五星村建设得更好。” 镇坪县审
计局局长王建平介绍。 下一步，他们将在
中药材种植、特色养殖等领域持续深化产
业发展，寻求更多合作与创新，和五星村
的干部群众一道，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创
造更加繁荣和幸福的未来。

振 兴 路 上 的 接 力 者
———镇坪县曾家镇五星村嬗变记

通讯员 屈光波 王博文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邮储
银行安康市分行联合安康市邮政分公
司， 整合地方农产品资源， 将乡村振
兴、普遍服务、电商寄递、金融拓展、文
传带动、 客户回归和资源开发等多方
力量凝聚一处， 精心打造狮头柑产业
发展生态圈，实现了农户、百姓、政府
与邮银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今年以来，累计为旬阳当地 36 户
柑农发放贷款 200 余万元， 同时为全
市 300 余户柑农统一开通和制作邮储
绿卡， 全面升级互联网销售和支付体
系。 通过举办“游园采摘”“柑子大王评

选” 等系列活动， 为柑农引流优质客
群，打造产业资金闭环。

据统计，自狮头柑项目运行以来，
邮储银行安康市分行为狮头柑种植户
195 户累计投放贷款 1079.88 万元，安
康邮政已销售和寄递旬阳狮头柑 120
余万斤， 帮助 300 余户柑农增收超过
600 万元。同时，充分利用邮政微店、邮
乐购及邮政分销平台， 为贫困户柑农
和老、弱、病、残柑农销售狮头柑 30 万
斤。

屈启航 徐子涵 摄影报道

小油菜做成大产业
通讯员 董霞 黄凡洁

袖珍菜园为
搬迁群众生活添彩

通讯员 刘丹

平利县长安镇紧紧围绕产业富、项目强、生态绿、文化兴的目标定
位，确立了 346 国道沿线村落特色果业种植发展思路。 近期，各村抢抓
时令栽种树苗。

胡铃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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