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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漪湉 罗超）3 月
21 日，2025 年 “四季村趣·花漾西营”
系列文旅活动在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
启动。 百亩油菜花竞相绽放，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 为广大游客和
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自然与人文之美
交织的春季盛宴。

启动仪式上，歌曲《汉水游女》《吆
起号子走汉江》，舞蹈《上春山》《哪吒》
等表演点燃现场， 游客们纷纷举起手
机记录精彩瞬间。 活动还将 “赏花经
济”与农耕文化深度融合，现场设置了

农产品展销区、农耕体验区、美食品鉴
区三大板块，以及有奖问答环节，赢得
不少市民游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
与。 仪式结束后，许多游客漫步在金色
的花田间，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赏花拍
照，定格春日里的美好瞬间。 游客张垣
垣兴奋地表示：“既能赏百亩花海，还
能体验农耕文化， 这种沉浸式乡村游
让人耳目一新。 ”

此次文旅活动以“四季村趣·花漾
西营”为主题，旨在以花为媒，通过举
办花海嘉年华， 巩固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村及 AAA 级景区创建成果，持续推
进乡村旅游发展， 让游客在活泼轻松
的氛围中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
力。

“我们将立足‘四季村趣 ’文旅品
牌打造， 持续开展畅游花海、 农耕体
验、亲子研学、花田诗会等‘花漾秘境’
系列文旅活动，带动‘花样经济 ’。 同
时，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让乡村旅游体
验感更强、吸引力更足。 ”西营镇党委
书记商曼说。

本报讯 （记者 黄慧慧 通讯员
王 潇 柯晗 ）3 月 23 日 ，“寻梦桃花源
人生最安康” 安康高新区第三届桃花
季文旅商贸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桃花源
露营基地举行。 活动同步在陕西广电
融媒、安康融媒等平台直播，在线观看
直播人数超过 100 万人次。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安康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罗武侠，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全成，市政府副市长周孝斌，
市政协副主席杨军， 市政协秘书长丁
关军出席活动。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安康高
新区在家县级领导，各部门、驻区各单
位干部员工及 100 余名受邀客商参加
活动。

活动在舞蹈 《桃花源》 中拉开帷
幕， 中国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现场献唱
了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 》《牡丹之歌 》《敢问路在何

方》，“开封干娘”赵梅现身开幕式与大
家现场互动，“低音诗人” 赵鹏深情演
唱《南屏晚钟》，“陕北歌王”赵大地现
场演绎歌曲《信天游》《东方红》，歌舞
《醉美桃花源》《只为桃花源》，朗诵《高
新赋》等节目相继上演，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收获
了一致好评。

整场活动以灼灼桃花为约， 以春
日盛景为媒，通过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流行与古韵的结合， 充分展现了安康
高新区的科创之力、产业之兴、开放之
姿、生态之美，给在场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同时，展示了安康高新区正以
勇立潮头、担当实干的强劲势头，书写
着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推进 、科
技创新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 城市蝶
变与群众幸福互促共进的华彩篇章。

活动现场还同步进行了安康高新
区招商推介，通过“韵”“美”“飒”“嗨”

“安” 五个字全方位推介了安康高新
区， 诚邀广大客商切身感受安康高新
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产业配套、
一流的营商环境和近悦远来的发展活
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洽谈签约、落地
生根。

伴随着第三届“桃花季”文旅商贸
系列活动启动， 安康高新区将依托桃
花源及辖区丰富资源， 持续推出音乐
盛宴、低空体验、美食狂欢、特产集市、
房产优购、汽车展销、游乐园地、商贸
合作等 10 余个系列活动，欢迎广大市
民朋友和游客来高新赏优美风光 、品
特色美食、享品质生活，安康高新区将
以最诚挚的热情、 最优质的服务和最
坚实的保障，让每位朋友乘兴而来、满
载而归，尽情领略桃花烂漫、诗意栖居
的春日画卷，感受产业兴旺、活力四射
的高新魅力。

春风拂槛，汉水含情。 在这万物复
苏、千山竞翠的时节，白河县以一场诗
意盎然的文旅盛宴， 向市内外朋友发
出春日的邀约。3 月 22 日上午，由白河
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5 白河县
“春之约”系列文旅活动启动仪式暨文
创产品发布会在县宝石广场开展。 活
动以文化为媒、 以山水为景， 通过歌
舞、推介、连线、非遗展示等多元形式，
展现白河文旅融合的蓬勃生机与隽永
魅力。

上午 10 时 ，百人国风大秀 《春潮
汉江 风华白河》拉开活动序幕，华服
大袖，衣袂飘香，展现出千年白河的风
貌。 陕南民歌联唱《水色新韵、边城放
歌》，悠扬的歌声，翩跹的舞姿，将汉江
的灵动与水色白河的妩媚尽数展现。
“乐动桥儿沟，何须问归期！ ”通过现场
记者连线，镜头在桥儿沟古街穿梭，美
食坊炊烟袅袅，茶肆飘出浓厚醇香，游
客在春游中穿越时空， 触摸白河的历
史肌理。 歌伴舞《桥儿沟》舞姿柔美，光
影斑驳间， 仿佛千年时光在婀娜裙裾
间流转。

若有一方庭院，可安放乡愁。 若有
一处山水，可栖居诗意。 随着隐居乡里
创始人陈长春的娓娓讲述， 青木瓜之
味乡村度假区正式运营。 镜头里，阁楼
院落与玻璃幕墙相映成趣， 山泉泳池
倒映时光，诗和远方近在眼前。 短视频

《幸福钖城 魅力春居》 更以电影级镜
头语言，捕捉客人或于露台煮茶听雨、
或于林间徒步探秘的悠然画面，真是：
“此心安处是白河！ ”

近年来， 白河县立足自身丰富的
文化旅游资源，秉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的理念，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 将其融入到旅游产品和服务
的各个环节， 致力于打造具有白河特
色的文旅品牌。 从秀美的自然风光到
深厚的人文积淀， 从传统村落的古朴
到文创产品的创新开发， 白河正以全
方位、多层次的姿态，向世人展现其独
特的魅力。 白河县先后建成集特色农
业园区、观光旅游、农耕体验为一体的
多个民宿业态产业集群， 让农文旅激
活乡村美丽经济。 全县 18 个市级文化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

活动中， 在系列文创产品发布环
节，各类地方文化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将白河的优势资源、 文化元素与现代
设计结合，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富有艺
术美感。 游客纷纷赞叹：“方寸之间，尽
是白河的山水文脉。 ”

正午时分，非遗“三点水文化 ”主
题餐千人宴的香气已悄然漫溢广场。
大屏连线厨房现场，从食材到美食，饕
餮盛宴让人垂涎欲滴。 与此同时，安康
文旅推介大使发布 2025 年安康春季

旅游线路。 文旅推介官推介了白河县
2025 年春季系列文旅活动。

随后，在观礼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礼炮轰鸣、彩球纷飞，2025 白河县“春
之约”系列文旅活动正式启动。 歌伴舞
《白河水色》压轴登场，舞者翩若惊鸿，
婉若游龙，让人陶醉其中。

暮色四合， 位于白河县群力村的
青木瓜之味乡村度假区，“福满白河”
花式灯会和 “乡村之夜·青木瓜之味”
篝火晚会“燃爆”村落。 山坡上形态各
异的彩灯华丽璀璨， 广场中烈烈篝火
直冲云霄。 游客穿行于灯海长廊，与音
乐共唱，围篝火共舞，笑声、歌声、欢呼
声响彻山谷。

据了解，本次白河 “春之约 ”系列
文旅活动还涵盖了“春舞霓裳 汉服华
章” 游园活动、“春日物语 百艺市集”
白河特色产品展销、 民俗社火表演 、
“春之约” 摄影采风、“青木瓜之味”相
亲会、“钖城杯”桃园象棋大赛等。

所有的活动， 凝聚成一句最质朴
的话语：来白河，不仅为看风景，更为
成为最美的风景。 白河的春天，是汉江
潮涌的澎湃，是古街雨巷的静谧，是民
宿晨雾的朦胧， 更是文旅融合的无限
可能。 尝特色美食、品民俗风情、享地
方文化，白河，正以美丽祥和的姿态迎
接四海宾客到来。

本报讯 （记者 胡智贤 通讯员
刘一薇 陈雅欣） 汉滨区第三十三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主场示范活动启动
仪式暨数字经济产业链专家工作站揭
牌活动近日在汉滨区数字产业园举
行。

活动上，宣读了《关于建立汉滨区
数字经济产业链专家工作站的批复》，
并为专家工作站揭牌。

在科技成果展区， 阿尔法机器人
灵活舞动， 安瑞智能制造公司展出的
“智慧工厂”模型，吸引众多企业代表
驻足交流。

舞台区， 科普文艺与科学实验交
相辉映。 双人快板《科普新法多宣传》

用诙谐方言解读法律条文， 赢得观众
阵阵喝彩；健康科普情景剧《看，谁来
了》以生动剧情普及妇女“两癌”筛查
知识。 实验展演环节更是“吸睛”，工作
人员徒手施展“火云掌”点燃火焰，马
德堡半球实验再现大气压强的 “魔
力”，液氮蘑菇云腾空而起……

表演中，还进行了新科普法有奖竞
答，学生和市民争相抢答赢取科普读物；
汉滨区铁路小学航模社团的同学们带来
的航模表演更是精彩， 自制无人机在学
生们手中遥控升空， 时而盘旋、 时而俯
冲，引发手机拍摄热潮。

主题展览区内，“南水北调水源地
生态科普展”通过画册，让群众直观感

受到水质保护的重要责任； 科技企业
成果展则集中展示了汉滨区在智能制
造、绿色农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活动最后， 还举行了汉滨区数字
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报告会。

逐梦科技、引领未来。 汉滨区将以
宣传贯彻实施新科普法为抓手， 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搭建平台、汇智
汇力，按照“1234”工作思路，进一步加
强科普场馆建设，提升科普服务能力，
增强科普工作合力， 依托专家工作站
的技术辐射与资源整合能力，打通“产
学研用”链条，培育数字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以数智引领赋能汉滨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建霞 刘东 ）
阳春三月，百花盛开。 位于秦巴山区深
处的汉阴县种植的 2.1 万亩李子树也
迎来了盛花期。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长窖村， 连片
的李子花迎春绽放。 李子花花蕊嫩黄、
花瓣莹白，远远望去，犹如一层春雪点
缀在山间，美不胜收。 漫山遍野洁白的
李子花，层层叠叠，勾勒出一幅绝美的
田园春景，微风拂过，随风轻轻摇曳，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混合着泥土和青
草的芬芳，令人沉醉不已。

“我们产业园有蜂糖李 350 余亩，
现在正处于蜂糖李的盛花期， 花期可
以持续到 3 月底。 由于去年冬季管护
和今年春季清园管护到位， 今年的开
花率是去年的一倍左右。 ”城关镇长窖
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冲介绍。

由于管护到位、气候适宜、土壤肥
沃等因素， 长窖村种植的蜂糖李果实
个头大、口感脆、甜度高，非常受消费
市场欢迎，2024 年该村蜂糖李产业收
入达 40 万元。

“预计今年的产量能比去年翻一

番，可以达到 3 万斤左右。 为确保果子
的产量和品质，下一步，我们将做好稳
花保果工作， 预计今年 6 月底我们的
蜂糖李就可以成熟上市。 ”王冲说。

据统计， 汉阴县李子树种植总面
积达 2.1 万亩，有蜂糖李、清脆李、紫皮
脆李三个品种，2024 年总产量达 7975
吨，产值 1.914 亿元。 当地还通过发展
赏花游、采摘游等业态，提升产业附加
值，助力群众增收，为实现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春日的旬阳市段家河镇， 樱桃花
海随风翻涌， 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
致，石板路蜿蜒穿村而过。 果农们忙着
修枝疏蕾，游客们驻足拍照打卡，一幅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田园画卷
正徐徐展开。

作为当地支柱产业， 樱桃产业在
镇人大代表的倾力助推下， 不仅结出
了“致富果”，更串联起人居环境整治、
庭院经济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为
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以前村里垃圾随处堆，雨天污水
横流，现在房前屋后都是小花园，住着
舒心多了！ ” 站在自家庭院的樱桃树
下， 村民曹廷武感慨万千。 这样的变
化，源于镇人大代表的积极履职。

自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以来， 该镇 30 余名代表分组包片，走
访全镇 11 个村(社区)，梳理出垃圾处
理、污水治理、村道硬化等突出问题 20
余项， 推动镇政府进一步加快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实施进度。
代表们是监督员，更是参与者。 在

薛家湾社区， 人大代表曹永兴发动群
众投身建设， 将房前屋后方寸地改造
成樱桃苗圃；在高鼻梁村，人大代表刘
朝带着拆除残垣断壁， 利用废弃石料
砌筑花坛。 如今，全镇新建垃圾分类亭
10 余处，改造卫生厕所 100 余户，打造
微花园、微菜园 150 余个，曾经的“脏
乱差”变身“洁净美”，为乡村旅游打下
生态基底。

沿着新修的樱花观光步道前行 ，
白墙上的樱桃主题彩绘栩栩如生，农
家小院飘出阵阵饭香。 镇人大代表曹
永刚正带着村“两委”成员，为农户改
造庭院， 他说：“我们在保留原本民居
特色的基础上，增加樱桃元素装饰，让
每家每户都成为旅游打卡点。 ”在代表
们的推动下，段家河镇编制《农旅融合
发展规划》，打造“十里樱花长廊+百户
特色民宿+千亩采摘体验园”的立体格

局。
在人大代表的协调下， 镇政府整

合资金建设旅游配套设施， 硬化产业
道路 11 公里 ， 安装太阳能路灯 114
盏，新建观光步道 3 条。 今年樱花节期
间，代表们组织农户推出“樱桃认养”
“果树下的党课”等特色活动，吸引游
客 2 万余人次， 带动周边农家乐户均
增收超万元。 “游客来了不仅能摘樱
桃，还能住民宿、品乡宴，产业链条越
拉越长。 ”经营“樱桃山庄”民宿的周勋
笑着说。

夕阳西下，晚风轻拂樱桃林，人大
代表们结束一天的走访， 又在村部开
起了碰头会。 民情日记上记满了新议
题：如何提升民宿服务质量、怎样延长
樱花节热度、 哪家院落可以升级示范
点……该镇人大主席说：“乡村振兴不
是单打独斗， 要让樱桃产业与人居环
境、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像樱桃树一样
盘根共荣。 ”

安康高新区第三届桃花季
文旅商贸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钖城锦绣迎宾来
———2025白河县“春之约”系列文旅活动精彩开启

记者 张昊 马奕涵

2025 年“四季村趣·花漾西营”
系列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

汉滨区启动“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

果园里的民情日记
通讯员 吕小宁

①3 月 21 日，2025 年“四季村趣·花漾
西营” 系列文旅活动在白河县西营镇蔓营
村启动。

赵睿 摄
②3 月 22 日， 游客在平利县大贵镇观

光茶园休闲。
张忠 摄

③3 月 22 日， 游客在石泉县池河镇谭
家湾村秦牧果园李子花海中打卡拍照。

许兵 摄
④3 月 22 日，白河县城关镇群力村“乡

村之夜·青木瓜之味”篝火晚会燃爆全场。
记者 张昊 摄

花开万亩引客 果销亿元富民

汉阴绘就“春华秋实”农旅新画卷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在秦巴山深处的紫阳县蒿坪镇东
关村， 年过五旬的谢克成拄着竹杖行
走在蜿蜒山路上， 右腿处空荡荡的裤
管随风摆动， 却遮掩不住他眼中如星
辰般璀璨的光芒。

这个单腿汉子不仅用双拐撑起了
破碎的家庭， 更用勤劳的双手为乡亲
们开辟出一条致富之路， 成为秦巴山
区动人的“风景”。

1997 年，27 岁的谢克成在矿井深
处遭遇塌方。 当他在疼痛中醒来时，右
腿已永远留在了矿井之下。 出院后，老
母亲用晒干的艾草为他熏疗伤口 ，青
烟缭绕中， 他望见屋檐下蜷缩的先天
性残疾侄子， 听见里屋传来侄女压抑
的抽泣———父亲早逝、长兄杳无音信、
大嫂改嫁他乡，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需
要新的顶梁柱。

“成娃，痛就喊出来。 ”母亲颤抖的
声音里带着泣音。 谢克成将呜咽咬碎
在齿间，额角青筋暴起，汗水浸透了粗
布衣衫。 他深知，此刻若向命运示弱，
这个家就会如风中残烛般熄灭。 清晨
鸡鸣时分，他咬牙撑起身体，用竹杖代

替右腿，一次次尝试着“走”起来。
时间，让他重生。 当第一缕晨光穿

透窗棂，他已背着竹篓踏上崎岖山道，
开始日复一日的“求生之路”。

清晨露水未晞， 他单膝跪在碎石
遍布的坡地，用钢钎凿出一个个树坑；
正午烈日当空， 他匍匐在田垄间除草
施肥；暮色四合时，他又要赶回家照料
猪仔。 10 年间，40 亩中药材基地从无
到有， 每一株茁壮的药苗都浸润着他
的血汗。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后， 谢克成
迎来人生转折。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他开始了科学养蜂，30 箱蜜蜂在花
海中酿造甜蜜。 为掌握现代养殖技术，
他拄着拐参加培训， 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满养蜂要点。 深秋采蜜时节，他连
续半个月吃住在蜂场， 被蜇得满脸红
肿却乐在其中。 当金黄的蜜糖汩汩流
出时，这个铁汉眼眶湿润，他终于把生
活的苦酿成了蜜。

2019 年立冬， 谢克成在村委会架
起投影仪，为村民讲述他的发展故事。
种蔬菜、养鸡养猪、制作豆腐乳、加工

红薯粉条、 烘制腊肉， 他用自己的双
手，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成功并没有让他满足， 他始终心
怀感恩， 想着如何回报社会、 帮助乡
亲。 他开始向村民传授养蜂技术，免费
为他们提供蜂箱和蜜蜂， 帮助他们发
展产业。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加入到养蜂队伍中， 东关村的养蜂
产业逐渐形成了规模。 他还为村民寻
找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平台，将村里
的蜂蜜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如今， 东关村的蜂蜜已经远销全
国。 谢克成的“产业”遍地开花，一年下
来纯收入达到 5 万余元。 好事一件接
着一件，侄女顺利考上了技校，毕业后
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还组建了自己的
小家庭。

初晨，谢克成依然在田间忙碌。 这
个用坚韧改写命运的山里汉子， 正以
永不停歇的姿态， 在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上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
他说：“只要脊梁不弯， 就没有扛不起
的山。 ”

谢克成：“只要脊梁不弯，就没有扛不起的山”
通讯员 唐波 郑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