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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南秦巴山区的怀抱中 ，汉
阴县正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绘就
一幅绚丽多彩的现代农业发展画
卷。 循环农业、订单农业以及庭院经
济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 为这片古
老的土地注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
力，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

生态循环带来绿色馈赠

“生了！ 生了！ 昨天忙到半夜两
三点， 三头母牛一起下崽， 好热闹
哦。 ”一大早，汉阴县观音河镇中坪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传来了喜讯，
在这里务工的吴明贵夫妇， 一个忙
着清扫圈舍， 一个忙着给负责人谭
财佳报喜。 圈舍的角落里，三头刚出
生几个小时的牛犊悠闲地卧在一
旁，这是合作社的珍贵收获。

观音河镇中坪村距离汉阴县城
33 公里，由于地势偏远，常住人口仅
370 余人，且大多为“老弱病残”。 但
就是在这样一个 “困难村”，2024 年
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切
都得益于“生态循环”理念的馈赠。

中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肉牛
养殖场内， 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
茁壮成长。 据村党支部书记罗杰介
绍，2024 年，村里瞅准肉牛养殖市场
前景，利用本地丰富的草料资源，引
导大户带领村民发展规模化养殖，
目前肉牛存栏量已达 200 余头 ，成
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养殖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牛粪也成了 “香饽
饽”。 在猕猴桃园和桑园里，工人们
正忙着将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牛粪埋
施在果树与桑树根部。 这些牛粪富
含氮、磷、钾等多种天然养分，是优
质的有机肥料， 能有效改善土壤结
构，让土质更加肥沃疏松，保水保肥
能力大增。 “不瞒你说，这其实也是
我们中坪村猕猴桃今年获得 ‘金果
奖’的秘诀之一，而且一年下来，我

们全村的 520 亩猕猴桃光是有机肥
就省下了十几万嘞。 ”一提到生态循
环带来的好处， 罗杰就高兴地合不
拢嘴。 一旁的村民蒋昌林连忙接过
话茬：“施了牛粪肥， 猕猴桃果子又
大又甜，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不说，
用牛粪浇出来的桑树也长势很旺，
今年村里养蚕收益不小。 ”

这种 “肉牛养殖—牛粪还田—
特色种植”的生态循环发展模式，不
仅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减
少了化肥使用量， 降低农业面源污
染， 还保障农产品的绿色、 生态品
质，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为村民们带
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订单农业链接供需纽带

“忙完这两天，把该交付的 1100
头黑猪订单全部交付到位， 再把黑
猪崽发送到代养农户的手上， 就可
以踏踏实实过个好年了。 今年还不
错，毛利润有两百多万了。 ”汉阴县
观音河镇观音河村思源家庭农场的
农场主冉勇一边介绍， 一边指导工
人们将小猪崽装车，这一车 20 头猪
崽两个小时后， 将被送往漩涡镇代
养农户的家中。

思源家庭农场立足观音河村的
生态优势，多年来专注黑猪养殖，凭
借优质的品种、天然的饲养环境，所
养黑猪以肉质紧实、 风味鲜美在周
边市场小有名气。 但冉勇深知，要想
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 拓宽销售渠
道是关键。

在汉阴县相关部门牵线搭桥
下， 农场与江苏溧阳的大型采购商
开启对接洽谈。 溧阳方面经多次实
地考察，对观音河村黑猪品质、养殖
标准极为认可，双方一拍即合，迅速
敲定 1100 头黑猪养殖订单合同，明
确了供货时间、质量标准、价格等核
心条款。

“这笔订单让我们吃下 ‘定心
丸’，这一年就是甩起膀子加油干！ ”
冉勇激动地说。 为保障订单顺利交
付，农场扩充养殖设施，引入先进养
殖技术， 不仅吸纳了周边村民就近
就业， 还有全县多个镇村的养殖大
户加入到了黑猪代养的队伍中来。

在汉阴的各大农业园区， 订单
农业正蓬勃兴起， 成为稳定农民收
益、保障市场供应的“定海神针”。 以
特色果蔬为例，当地涉农企业、合作
社与大型商超、 生鲜电商早早牵线
搭桥，签下农产品收购订单。 来年新
春，农户们将依据订单需求，精准播
种蔬菜种苗， 并严格按照标准化生
产流程，把控农药使用、施肥频次，
确保每一颗果蔬都符合绿色、 安全
标准。

放眼收获季， 一辆辆冷链物流
车直接开进田间， 新鲜采摘的果蔬
即刻启程运往城市的各个角落。 消
费者在超市货架、电商平台下单，不
出几日便能品尝到来自汉阴的新鲜
滋味， 产地与餐桌的距离被前所未
有的拉近， 农民们也在稳定订单中
收获了增收致富的硕果。

方寸庭院拓宽增收渠道

汉阴的农家小院， 也是一片充
满希望的经济沃土。 在各镇村，许多
农户利用自家庭院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开启了“庭院经济”模式。

在汉阴县平梁镇， 魔芋种植土
专家黄金章的农场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除了农场流转的百余亩土地
里深埋着魔芋种子外， 黄金章的办
公场所———几间活动板房的房前屋
后， 也都栽满了魔芋。 和黄金章聊
天，话题只有一个———魔芋，他不光
出去培训给农民讲， 还把自己研究
的成果在朋友圈发出来， 以便让更
多农民能方便及时了解。 用他的话

说，就是“我是实验 10 年的土专家，
我没有成功，其他农民更成不了。 ”

走进黄金章的农场， 只见院落
四周的空地上， 一垄垄魔芋长势喜
人，宽大的叶片在微风中摇曳，仿佛
一片绿色的希望之海。 过去，这些边
角地块或杂草丛生，或闲置荒废。 了
解到魔芋耐阴、易管理，且市场需求
渐长， 黄金章便决心尝试在自家房
前屋后研究魔芋种植技术。 从最初
的选种、翻土，到精心播种、日常管
护，黄金章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悉心
钻研种植技术，四处请教学习，逐渐
掌握了魔芋生长的窍门。

“我研究的这个魔芋仿生态栽
培技术就是宽垄窄种，两米宽的垄，
中间一米宽种四行魔芋， 一边还有
50 厘米宽，咱们套两行玉米，冬天套
双行洋芋， 这种立体的生态环境也
是林下魔芋的适生条件。 ”

十二年间， 黄金章最初以庭院
为“实验室”，如今又将朋友圈作为
宣传自己魔芋研究成果的阵地，他
曾在朋友圈里写道：“骑着摩托沿低
海拔公路找到农家庭院， 魔芋确实
长得好， 证明我们的技术方向向低
海拔延伸研究是对的。 只有中、低海
拔膨胀系数大，才具备商业价值，产
业模式在有商业价值的前提下去发
展，农民很高兴！ ”

如今，走进汉阴的各个村落，村
民的庭院里户户别具一格， 蜜蜂嗡
嗡飞舞，土鸡悠闲踱步，房前屋后的
经济作物数不胜数...... 庭院经济不
仅盘活了闲置空间， 还为农户增添
了额外收入， 让乡村生活变得更加
富足、多彩。

汉阴，正以多元模式为笔，在农
业发展的画布上绘就斑斓色彩，向
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
标大步迈进，未来的汉阴，必将绽放
更多农业发展的多彩繁花。

近年来， 汉滨区林业局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综合施策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该局高度重视发展林业产业， 助推群
众增收。 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
展思路，以林业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积
极引导发动企业、村民发展林下经济，通过
企业直种、 林场种植、“公司+林场+农户”

“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多种发展
模式，鼓励和支持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
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产业项目，将林业产业
打造成林农增收的“绿色银行”，让广大群众
真正得到实惠，增加农户收入。下一步，汉滨
区林业局将以全面深化“林长制”为抓手，统
筹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 2024 年
全国甲级、 乙级旅游民宿的公告，59 家旅游民宿符合
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标准。 其中，汉阴县花栖玥·椿时水
云间民宿和宁陕县渔湾逸谷·鹿柴山集精品民宿入选
全国甲级民宿。

花栖玥·椿时水云间民宿位于汉阴县漩涡镇堰坪
村，以其卓越的地理位置，坐拥于大山之巅。 依托凤堰
古梯田的壮丽景色，每一处都是极佳的观景位置。 住
在这里，不仅能尽情饱览梯田内径的秀美，还能远眺
对面的太平寨景区。 晨起时，云海翻腾，仿佛置身于仙
境之中；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大地；
夜幕降临，繁星满天，虫鸣鸟叫声声入耳。 住在这样的
环境中，身心都倍感闲逸舒适，且民宿设施十分齐全，
服务周到细致，客房明亮、宽敞，让游客感受到家的温
馨，无边泳池更是一大亮点。 这里的美食极具特色，无
论是滋味独特的当地小吃，还是农家自产的绿色食材
烹饪的美食，都让人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渔湾逸谷则位于宁陕县城关镇渔湾村，是一个田
园综合体项目。 渔湾村地处秦岭南麓，气候温暖湿润，
生态优良，动植物种类丰富，自然景观秀丽壮美。 在秀
丽的山光水色间， 白墙灰瓦的民宿让人眼前一亮，旁
边是竹林溪涧，水声潺潺，百亩稻田碧波荡漾，随处可
见朱鹮、白鹭悠然漫步，穿梭于此间乡野，找一个角落
短暂放空，只消一杯咖啡一本书，便能感受到“偷得浮
生半日闲”的惬意。 漫步田间，空气清新，顺着河流缓
慢踱步，长安河捎来风的耳语，瀑布在巨石间倾泻而
下。 在这里，亲近田野，向野而行的日子，让人恋恋不
舍。 无论是与家人共度温馨时光，还是与朋友畅谈人
生理想，这两家甲级民宿，都能为游客提供温馨舒适
的环境。 栖息山野间，与天地同眠。

（来源：文化和旅游部）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近日，平利县三阳镇以“三阳开泰迎新春 乡风文明促振兴”为
主题，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春节文
化活动。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狮舞欢腾，一场气势磅礴的舞狮表演
拉开序幕。 随后，各村文艺代表队纷纷亮出绝活，歌舞、乐器、花
鼓戏、三句半等丰富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 猜灯谜区人头攒动，
老少同乐，夜幕降临时，篝火晚会与绚丽烟花交相辉映，将节日
氛围推向高潮。 活动不仅传承了传统年俗，更以创新形式赋予
其时代内涵，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丰盛的“文化大餐”。

作为活动主办方， 乡建公司主动扛起文化惠民的大旗，以
“企业搭台、群众唱戏”的模式，全程参与、精心筹备，做足保障，
为活动注入强劲动能。 各村文艺爱好者在得知消息后踊跃报
名、积极参与，创作出一批展现新农村风貌的作品，合力将草根
创意打磨成舞台精品。

此次活动不仅是文化盛宴，更是推动乡风文明、助力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 三阳镇党委书记周库龙表示：“这些‘土味’节
目饱含‘真味’，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凝聚民心的纽带。 下
一步，我镇将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不断激发乡
村振兴的文化活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 时下，正是西瓜种植的
黄金时期，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草桥村大棚西瓜种
植基地，瓜农们抢抓农时栽种瓜苗，刨坑、移苗、培
土、浇水，各项工序有条不紊，一排排瓜苗整齐排
列，孕育着致富增收的希望。

草桥村地处汉阴县城关镇，气候温润，土壤肥
沃，光照充足，非常适合西瓜种植。 2023 年，村民
石海在村集体合作社的带动下， 流转了 160 亩土
地，建起了西瓜大棚基地，通过积极引进新品种，
不断提升育苗和田间管理技术，“草桥西瓜” 凭借
香甜爽口的特质， 成为汉阴县城关镇农产品的一
张响亮名片。 同时，带动了 60 余名群众就近务工，
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

“我们村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西
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很多农户散种西瓜，但
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市场引导， 村民多以传统耕
种方式为主，经济效益低，增收困难。近年来，我们
采用大棚种植，施加有机肥，铺设地膜，实现了周
期短、见效快的发展目标，第一茬西瓜 5 月份就可
以抢鲜上市。 ”草桥村负责人李垂宝介绍，西瓜产
业经过两年的发展，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

据了解，“草桥西瓜”是汉阴县城关
镇推动农业发展、实现群众增收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
立足辖区良好的生态资
源优势，按照“兴产业、
树品牌、拓市场、促增
收 ”的思路 ，以品牌
促特色，培育了 “中
堰七彩圣女果 、草
桥西瓜 、 月河樱
桃、三坪葡萄、解
放黄桃、长窖蜂糖
李、前进猕猴桃”等
一大批叫得响的品
牌农产品，走出了一
条 “产业兴 、群众富 、
乡村美”的特色产业发
展之路，农旅融合的林果
产业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甜蜜引擎”。

元宵节当晚， 随着夜幕降临， 汉阴县
“金蛇送福闹花灯”元宵灯谜会活动在县图
书馆成功举办，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与，
灯火阑珊中，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为
市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
宴。

本次元宵节活动由汉阴县委宣传部 、
文旅广电局举办， 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
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 活动现场， 各式各样的灯笼高高挂
起，将整个广场装点得格外亮丽，仿佛一片
灯火的海洋。

在灯火阑珊之中， 猜灯谜活动成为一
大亮点。 主办方精心准备了数千条灯谜，悬
挂在灯笼之下，供市民们竞猜。 灯谜内容涵
盖了历史典故、民俗文化、科学知识等多个
领域，既富有教育意义，又极具趣味性。 市
民们纷纷驻足观赏，或低头沉思，或热烈讨
论， 猜中谜底的市民还能领取精美的小礼
品，增添了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感。

“今天带着小朋友来参加猜灯谜的活
动，现场比较热闹，还有采莲船、舞狮子，挺

有趣的，像猜灯谜活动，应该一直传承下去，
可以开发孩子们的脑力，增加他们的文化知
识。

“我和朋友一块儿来的，参加了投壶，还
有套圈、猜灯谜，也领取了奖品。活动开展得
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比较浓厚，希望这个活
动每年都举办。 ” 市民王先生说。

除了猜灯谜活动外， 现场还开展了舞
狮、踩龙船民俗表演。 狮子在广场上翻腾起
舞，气势磅礴，赢得了市民们的阵阵掌声，让
市民们在观赏之余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同时，套圈圈、滚滚乐、投壶等小游戏
与猜灯谜活动巧妙结合，让大家在体验传统
游戏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古诗词的韵味
与意境，让元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人们在
欢乐中品味到了传统文化的韵味与魅力。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传承和弘扬
了优秀传统文化，还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为蛇年新春增添了浓郁的节日氛
围。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节日氛围浓厚、文化底蕴十足，令人印象深
刻、回味无穷。

传统文化焕新彩
通讯员 贺珍珍 熊乐沃野田畴绘“丰”景

———汉阴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纪略
通讯员 文婷 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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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两家民宿入选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逐绿奋进绘就壮美画卷
通讯员 赵静

本报讯（通讯员 吴佩）近日，一场文化
与艺术交织的视听盛宴在陕西省职工迎新
春文艺演出的舞台上精彩上演。 由紫阳县
总工会精心选派的歌舞节目《茶乡飞歌》作
为陕南地区唯一入选的节目， 以其独特的
魅力和精彩的呈现， 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 并通过直播收获了全省职工的广
泛赞誉。 节目全过程展示了“汉江画廊、茶
歌紫阳”的美丽画卷，大大提升了紫阳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随着舞台灯光亮起，《茶乡飞歌》 的演
员们用灵动的舞姿， 将紫阳县茶产业的精
耕细作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模拟着茶农
们在茶园中辛勤劳作的场景， 从春日里小
心翼翼地呵护茶树， 到采摘时节的忙碌身
影，再到制茶过程中的专注神情，每一个动
作都惟妙惟肖，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
好处。 而悠扬的民歌宛如山间清风，带着袅
袅茶香而来， 唱出了茶乡人民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对茶产业的坚守与期望。

此次演出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示，更是
紫阳县茶产业发展成果的生动体现。紫阳县
因茶闻名，茶产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 近年来，紫阳县总工会积极推动非遗文
化传承与茶产业融合， 以紫阳民歌为载体，
将茶乡文化传播得更远。 同时，科技赋能成
为推动茶产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紫阳县
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从茶叶种植的智能化管
理，到加工过程的自动化升级，大大提升了
茶叶的品质与产量。 在这一过程中，茶农们
逐步转型为产业工人，不仅掌握了现代生产
技术，收入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非遗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下，
紫阳县茶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走上致富路。越
来越多的家庭因茶而富，过上了幸福美好的
生活。 此次《茶乡飞歌》在全省职工迎新春
文艺演出中的成功演出，为茶产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让“因茶而兴”的紫阳名片更
加闪亮。

茶乡飞歌扬美名

渔湾逸谷鹿柴山集民宿

花栖玥·椿时水云间民宿

栽种西瓜苗

舞舞狮狮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