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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怎么融？银发经济怎么做？汉
阴给出了方案和答案。那金色的花海，就是
一首陕南春天的大合唱。

3 月 23 日至 26 日，仲春的汉阴，被金
色花海温柔包裹，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国
内 9 省市 12 支合唱团队近 600 名合唱爱
好者相约来到汉阴，放歌花海，在为群众和
游客奉献上三场高水准的合唱艺术盛会的
同时， 更以自费游携手当地创办中国汉阴
首届音乐文化艺术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引领我市“银发经济”新业态。

“金色花海·银龄风采” 首届音乐文化
艺术周，由中共汉阴县委、汉阴县人民政府
主办，安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陕西省
玛哈猜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办。 来自广东
江门市老干部大学爱乐婆婆合唱团、 重庆
星海合唱团、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友合唱团、
西安军之韵合唱团、 北京红松平台姚家大
院合唱团、 甘肃敦煌·和韵之旅合唱团、甘
肃定西开放大学追梦艺术团、 安康市老干
部合唱团、汉水清音女子合唱团、汉阴老年
大学合唱团等 12 支特色鲜明的团队齐聚
于此。这些合唱团队的团员们，带着对合唱
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奔赴这场春日之约。

在为期四天的活动里， 合唱团成员们
深度感受“中国硒谷·养生汉阴”的独特魅
力。他们漫步在万亩油菜花田间，春日暖阳
下，微风拂过，油菜花随风摇曳，他们沉浸
其中，感受自然的美好，寻找着合唱表演的
灵感， 试图将眼前的美景融入到自己的歌
声里；在古色古香的双河口古镇、蔚为壮观
的凤堰梯田，合唱团员们即兴表演，梯田错
落有致，与远处的青山、古朴的村落相映成

趣，成为他们天然的舞台。 他们悠扬的歌声
与这田园风光融为一体， 吸引了众多游客
驻足欣赏。

活动期间， 三场高规格音乐盛会更是
成为焦点。 在合唱专业竞技赛场，各团队各
显神通，凭借扎实的唱功、默契的配合和精
心编排的节目，展开激烈角逐。 重庆星海合
唱团凭借精湛的合唱技巧， 将歌曲中的情
感细腻表达，赢得评委的高度认可；西安军
之韵合唱团以整齐划一的动作、 激昂的歌
声， 展现出独特的团队风采， 现场掌声不
断。

展演晚会上，跨界交流热烈展开，传统
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融合。 合唱团员们分享
各自团队的艺术特色，展示合唱技巧、表演
形式，从地方民歌到现代流行改编，不同的
艺术理念相互交流，擦出了绚丽的火花。 特
别是来自广东代表队 83 岁的彭齐妹女士，
作为参赛队员年龄最长者，演唱的《归途》
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在汉阴县体育场举
办的闭幕音乐会。 舞台上，各团队将传统民
歌与现代编曲创新融合， 江门老年大学爱
乐婆婆合唱团用甜美的嗓音演绎经典粤语
民歌，加入新颖的和声编排，赋予老歌新的
活力； 重庆星海合唱团带来融合现代元素
的合唱作品， 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友合唱团
的走秀节目以独特的表演形式赢得掌声，
汉阴籍旅泰歌唱家姚立森， 警营歌手姚立
娟完美的演出， 让现场数千名观众沉浸其
中，歌声、欢呼声、掌声回荡在会场夜空。

汉阴县文旅局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
成效显著，直接带动旅游消费，县域酒店入

住率大幅度提升，一房难求，特色农产品销
售额同比激增， 当地的富硒农产品深受游
客喜爱。

“艺术周不仅让全国听见汉阴的声音，
更让世界看见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
活动总策划泰国合唱协会主席、 泰国陕西
商会常务副会长姚立森介绍， 所有参演团
队均为自费参与，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银龄
群体“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他
们用自己的热情和行动， 为汉阴的文旅发
展注入新活力。

江门老年大学爱乐婆婆合唱团指挥孙
何伟难掩激动之情，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
访时说：“汉阴人民的热情如同这里的油菜
花海般热烈纯粹，我们在表演时，台下观众
热情的目光和掌声，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
已相约明年再聚。 在这里，我们不仅展示了
自己的合唱艺术， 还感受到了汉阴独特的
文化魅力，收获满满。 ”北京红松平台姚家
大院合唱团指挥吴汉月也感慨：“这次活动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和其他团
队切磋技艺，学习到了很多，也让我们对合
唱艺术有了新的理解。 ”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政府搭台、企业运
营、群众参与”模式，通过“文旅+艺术+银
发经济”的深度融合，成功打造县域文化新
IP。

首届音乐文化周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
广泛赞誉，大家认为活动成功举办，通过网
络现场直播， 提升了汉阴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未来将吸引更多合唱团队和游客走进
安康，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汉水之畔，青山叠翠。 地处秦巴山
区的白河县冷水镇，曾是陕南深山中的
普通农业镇，也是白河县“三苦”精神的
发源地，如今却以蓬勃的产业活力、秀
美的山水画卷和温暖的治理实践，书写
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酿出苦尽甘来
的“甜日子”。 从万亩核桃林间穿梭的
春风，到二凤山下此起彼伏的鸡鸣，再
到社区老年大学里悠扬的琴声， 这座
“西大门”正以“三苦精神”为底色，用产
业振兴、农旅融合、基层治理三支画笔，
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

以山为基激活绿色经济

四月的天光倾洒在三院社区的群
山之间，3000 亩核桃林在春风细雨的
润泽下舒展新绿。 树下，朵朵牡丹苞蕾
如粉白的星芒遍布在黄土之上，零星绽
放的花朵为满目绿野增添无限诗意。

村民何德宝穿着粗布衣衫、头戴草
帽蹲在地畔察看作物长势，粗粝的手掌
上，柔嫩的花瓣被他轻轻托起：“去年油
牡丹价格高，之前种的全卖了，这些是

后来新栽下的，油牡丹很适合我们这里
生长，和魔芋一起种在核桃林下一地多
收，是个不错的好产业。 ”顺着何德宝
的目光远眺， 十年前杂草丛生的撂荒
地，如今已蜕变成年产值超千万的现代
农业园区。 这座立体的“绿色银行”，正
用花果经济托举起村民致富兴业的梦
想。

日头高升，何德宝扛起锄头准备回
家吃午饭， 边走边掰着指头算起经济
账。 “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 我在这儿
干活一天能挣 120 元， 加上流转费，一
年收入 3 万多 ，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了。 ”

三院社区党支部书记周耀勇站在
观景台上，俯瞰层层叠叠的梯田，笑容
也像牡丹花一般肆意舒展。 “在冷水镇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我们坚持 ‘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把沉睡的林地变
成致富的金山。 3000 亩核桃园套种油
用牡丹和魔芋，不仅实现‘一亩三收’，
更形成立体生态农业体系。 园区常年
带动 500 余人就业， 村集体年增收 50
万元。 ”伴随着周耀勇的介绍，更令人
充满期待的是，随着三院 AAA 级景区
建设推进，这里将打造耕读研学基地，
让游客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农耕文化。

展眼冷水镇，这样的绿色经济产业
链在全镇 18 个村（社区）比比皆是。 1
万余亩木瓜林绽放洁白花朵 ，2000 亩

油用牡丹织就锦绣花毯，30 万羽生态
土鸡在林间自在觅食。 镇长邱忠山说：
“我们以山林经济为主导，构建‘长中短
结合’的产业格局。 核桃、用材林是‘长
期饭票’，魔芋、中药材是‘中期保障’，
林下养殖则是‘短期收益’。 ”这种立体
化发展模式，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冷水
群众增收的“幸福靠山”。

“二凤”品牌孵化产业传奇

每日天刚亮，二凤山的松涛声里便
混杂着此起彼伏的鸡鸣。 标准化脱温
育苗基地内，49 岁的王申新俯身观察
着叽叽喳喳的鸡苗，指尖轻触雏鸡绒毛
时，晶亮的眼眸满是欣慰的欢喜。

“温度 28℃，湿度 60%，鸡苗就像
襁褓里的娃娃，半点马虎不得。 ”作为
当地赫赫有名的“育苗大王”，王申新的
创业故事，深刻诠释着冷水镇林下养鸡
的发展路径。

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到 2014 年，带
着在餐饮行业积攒的家业，王申新回到
冷水老家， 开始了自己的养殖大业，在
思考了众多行业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养
鸡，可由于没有技术，王申新不仅走了
很多弯路，还一度负债累累。 时间辗转
到了 2023 年，为推动林下生态鸡养殖，
冷水镇将林下养鸡作为全镇的首位产

业发展，在项目及资金上给予全力政策
支持。 通过申请苏陕协作项目，在兴隆
村新建了一处占地 1200 平方米的标准
化脱温育苗基地，引进了全自动 4 列 4
层脱温设备， 一次性可脱温 5 万羽鸡
苗，年脱温量超过 50 万羽。 此时，已经
精准掌握养殖技术的王申新理所当然
地成为基地的“掌舵手”，当“二凤山”土
鸡品牌擦亮叫响时，昔日散兵游勇的养
殖户们被编入“统一供苗、统一防疫、统
一收购”的产业链大军。

“只管把鸡养得毛光水滑， 其他的
农户都不操心。 ”王申新信心满满地说
道：“我们用的是黄尧土鸡这个品种，我
这里从湖南货商那里拉回鸡苗，在标准
化脱温育苗基地对雏鸡进行防疫，度过
危险期后， 农户就能把鸡带回去养殖，
养成后，如果农户卖不出去，我们就以
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成鸡，让农户没有
后顾之忧。目前除了白河县，还有旬阳、
紫阳其他区域的养殖户在我这里购买
鸡苗， 在全市范围内辐射带动 43 户养
殖户增收。 今年我们还准备把业务面
扩大到湖北郧西等地， 实现鸡苗出省，
产业做强。 ”

家住兴隆村七组的村民党龙书就
是因此受益的一位养殖户。 去年下半
年，63 岁的党龙书带着儿子党发坤投
资 20 多万元成立了裕民农民专业合作
社，从王申新的白河县二凤山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购进鸡苗， 又修建 2 个鸡舍，
通过绿色养殖，3000 只跑山鸡在短短 5
个月的时间内为他们带来 6 万余元的
收入。 “最近天气好， 我们正在抓紧修
建新的鸡舍，争取扩大养殖面积，赚更
多的钱。 ”手上不停歇的党龙书，对自
己的养殖事业很是看好，他期待着养鸡
致富的新日子，给儿子赚出一套房。

看着在树林间扑腾的土鸡，镇长邱
忠山笑着说：“我们要让每只土鸡实现
从‘论斤卖’到‘论克卖’的跨越。”此际，
山风掠过枝叶，一群羽翼渐丰的青年鸡
飞上枝头，恰似这片热土上振翅的乡村
振兴梦，一点点蝶变为产业兴、农民富
的现实图景。

以民为本筑牢幸福根基

午后的阳光正好，洞子社区老年大
学传出阵阵欢笑。 书法教室内，社区居

民赵胜春挥毫写下“老有所乐”；声乐教
室里，《敖包相会》 的旋律随二胡流淌；
舞蹈队的红绸翻飞，映照着张张幸福笑
脸。这个容纳 8000 余人的搬迁社区，用
“日间照料中心+慈善老年大学” 的创
新模式，让“搬得出”变为“住得好”。

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龚世双说 ：
“这段时间天气暖和了， 每天都有社区
居民到这里学舞蹈、书法等，一个个兴
致昂扬；下午的社区广场上，跳广场舞
的、下棋的、聊天的居民成群结队，十分
热闹。 ”

居民李大娘接过话茬说道：“刚开
始搬到这里真是各种不习惯，一天吃完
饭都不知道干啥，现在可好了，自从这
个照料中心建好后，我和新认识的老姐
妹每天都到这里学跳舞， 精神足了、身
体好了，娃们在外面上班也不用担心我
们状态不好，生活幸福感足足的。 ”

“社区不仅要解决吃饭住房， 更要
滋养精神家园。 ”洞子社区党支部书记
赵成龙带着记者参观助餐食堂、棋牌室
等地。 墙壁上，积分超市的公示栏记录
着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点滴； 广场上，

孝义文化宣传栏展示着社区群众的善
行故事。更令人瞩目的是正在筹划建设
的区域中心敬老院，这个可容纳 500 人
的养老综合体，将把医养结合、智慧养
老等现代理念带入深山。

治理创新的种子，在冷水镇处处生
根发芽。农旅产业联盟党委整合各类优
势资源，巩固了 “三联 ”机制成果 ；联
调联控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使
得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五联工
作法”让干部沉到田间地头，群众满意
度持续提升。

青山不语，绿水长流。 有温度的冷
水镇，是秦巴山区万千乡镇转型升级的
缩影，更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
样本。在这里，生态与经济共舞、乡愁与
梦想齐飞， 连片产业园区生机盎然、民
宿集群灯火渐次点亮、社区广场响起欢
快舞曲。这个曾经以“苦抓、苦帮、苦干”
闻名的乡镇，如今用“甜生活、美生态、
新气象” 诠释着三苦精神的时代内涵，
让“三农”兴旺的壮阔蓝图在振兴路上
徐徐铺展。

为全面展现我市 “山水塑形·人
文铸魂”的独特魅力，深度挖掘“以文
彰旅·以旅促文” 融合发展的创新实
践，《安康日报·秦巴文旅》 专刊即日
起面向全市广大通讯员、文旅工作者
及文学艺术爱好者公开征稿。 诚邀您
以如椽之笔定格山水胜景，用创新视
角解读人文密码 ， 谱写秦巴文旅华
章，让更多人“看见安康 、走进安康 、
爱上安康”， 绘就安康生态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一、 征稿栏目及要求
1.文旅新观察
聚焦各县区文旅产业发展动态：

如重点景区提升、 特色文旅活动、乡
村旅游新业态 、 文旅项目建设成果
等。 要求新闻时效性强，数据准确，图
文并茂，字数 1800—2500 字。

2.山水人文
推介安康自然风光、 人文古迹、

传统村落、红色旅游资源或解读地域
文化。 要求视角独特，兼具知识性与
可读性 ， 可配景区实拍图或手绘地
图，字数 2500 字以内。

3.非遗新传
记录传承创新实践：以“非遗+”

为核心， 展现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
研学教育、文创开发的融合案例。 要
求突出传承人匠心故事，展现人物细
节与技艺价值 ， 配传承场景或作品
图，字数 2000 字以内。

4.全域旅游
推介特色旅游线路 ：“四季主题

游”“非遗体验游”“自然研学游”等特
色线路，需包含交通接驳、消费提示、
安全须知等实用信息。 建议搭配路线
图，字数 1000 字左右。

5.游记随笔
以第一视角分享安康特色景区

游览体验 、小众旅行路线 、民宿美食
打卡故事等。 要求文字生动、情感真
挚，具有感染力 ，可附旅行攻略小贴
士，字数 800-2000 字。

6. 我的家乡我推荐
推介家乡美景、美食，人文历史、

地理风貌等内容，不限体裁与字数，附
相关高清图片。

7.乡村文旅新地标
聚焦乡村宿集、非遗工坊、田园综

合体、生态研学基地等新型业态；传统
村落改造、乡村艺术节、民俗沉浸式体
验项目 ；“农业+文创 ”“民宿+康养 ”
“电商+旅游”等跨界亮点。 此栏目要
求兼具新闻深度与文旅温度，为安康
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注脚。

8.秦巴美食
解码秦巴山地的饮食基因， 挖掘

“美食+”产业链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
路径，通过“舌尖上的安康”展现物产、
技艺与人文的三重叙事， 题材可围绕
美食文化考据、美食产业创新、美食体
验场景等展开。 体裁以通讯、 散文为
主，字数千字以上，附相关内容的高清
图片。

9.“镜”观山河
征集展现安康四季风光、 民俗风

情、 文旅场景的摄影作品 （单图或组
图）。 要求图片高清主题鲜明，标注拍
摄时间、地点及简要说明。

二、 投稿规范
1.紧扣主题 ，内容真实 、积极向

上，具有新闻性、思想性和传播价值。
新闻类稿件请尽量在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投稿，需注明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等要素。

2.文本格式 ：Word 文档 ，标题黑
体三号，正文宋体小四，1.5 倍行距。

3.投稿邮箱：1917891696@qq.com
（邮件标题格式：“秦巴文旅投稿+稿
件类型+标题”）。 稿件须为原创，严禁
抄袭或一稿多投， 投稿即视同授权全
媒体矩阵传播，包括但不限于报纸、客
户端及其他传播平台。

4.稿酬标准：采用稿件将按质支
付稿酬， 优秀图文作品优先推荐至新
媒体平台传播。

从 “ 三 苦 ” 到 “ 三 甜 ”
———白河县冷水镇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纪略

记者 孙妙鸿 杨迁伟 吴苏

《安康日报·秦巴文旅》
专刊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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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社区一隅

慈善老年大学声乐室

合唱团合影 合唱团走进凤堰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