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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时节， 汉阴县城关镇三元村的凤凰山富
硒茶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 千亩茶田顺
着山势铺展，新芽吐翠，茶香四溢，60 余名采茶工
穿梭其间， 指尖翻飞间将鲜嫩的茶芽收入竹篓。
这片承载着乡村振兴希望的茶园， 正以蓬勃的生
机，勾勒出一幅“茶兴、村美、民富”的壮美画卷。

三元村地处秦岭南麓、凤凰山腹地，温润的气
候和富硒土壤孕育了优质的茶树资源。 然而，过
去的茶园分散、 管理粗放， 茶农收入有限。 2018
年， 凤凰山茶叶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成为转折点。

合作社整合全村 1200 余亩零散茶园， 引进龙井
43 号、龙井长叶等国家级良种，推行生态种植模
式———全程人工除草、 禁用除草剂， 配套喷灌设
施，打造富硒有机茶园。 如今，一垄垄茶树如绿色
丝带缠绕山间，不仅成为生态屏障，更成为村民的
“绿色银行”。

“春茶品质最优，今年 3 月初开园以来，每天
能采摘鲜叶 100 余斤， 特级扁形茶市场价每斤达
850 元。 ”茶园负责人徐春介绍，合作社通过改良
工艺，实现“一年四季采茶制茶”，年产销成品茶 1

万余公斤，带动 80 余户茶农参与种植、加工，
户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在标准化加工车间内， 新采的茶青经过
摊青、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化作清香四溢
的成品茶。近年来，汉阴县全力打造“果蜜红”
区域公用品牌，三元村作为核心产区，积极融
入这一战略。合作社不仅生产传统绿茶，更依
托夏秋茶资源，开发出“果蜜红”红茶，以“汤
色橙黄明亮、 果蜜醇香浓郁” 的特色打开市
场。 目前，全县多家茶企共享“果蜜红”品牌，
通过线上直播、电商平台等渠道，让汉阴富硒
茶远销全国。

产业的升级不止于加工环节 。 三元村
依托 “山共林 、林生茶 、茶绕村 ”的生态优
势，探索“茶旅融合”新路径。 每逢采茶季 ，
茶园里游人如织 ，体验采茶 、制茶的乐趣 ；
10 余户茶农开办民宿 、农家乐 ，推出 “茶乡
宴”“茶文化体验”等项目。 此外 ，合作社还
开发研学、康养业态 ，与辖区学校共建劳动
实践基地 ， 让游客在茶香中感受传统文化
与现代产业的交融。

漫步三元村，水泥路直通茶园，路灯整齐
排列，民居错落有致，绿水青山成为最靓丽的
底色。合作社坚持“生态优先”，在茶园建设中
保留原生植被，推行“茶-林-花”间作，既保
护了凤凰山的生态环境，又让茶园成为“茶山
花海”的网红打卡地。 数据显示，全村森林覆
盖率达 85%以上， 负氧离子含量远超国家标
准，实现了“生态美”与“产业兴”的双赢。

“我们不仅卖茶叶，更卖生态、卖文化。 ”
三元村支部书记陈忠秋表示， 合作社正从单一茶
产品经营向“茶文化+茶旅游+茶研学+茶康养”多
元业态转型，带动群众发展茶旅经济，形成“以茶
兴旅、以旅促茶”的联动效应。

如今的三元村，千亩茶园既是“绿色银行”，更
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从一片茶叶到一个产
业， 从传统种植到三产融合， 这里的实践印证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内涵。 随着春茶
批量上市，茶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而三元村的富
民故事，也在春日暖阳中续写新的篇章。

近日，漫步在平利县城河畔，只见河道干净通畅，碧水清波蜿蜒
流淌，空气清新湿润，让人心旷神怡。这一人水和谐、生态宜居的和美
画面，得益于平利县水利局近期实施的县城坝河段清理整治工程。

平利县城地势较平坦，坝河流速较缓，虽每年清理整治，但经过
一段时间累积，河床便会再次形成淤积，河中水草、河边杂树、杂草生
长，易产生垃圾、漂浮物，影响河道行洪通畅和生态环境。为改善县城
段坝河生态，提升县城颜值，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平利县水利
局抢抓汛前有效时间，下大力气实施坝河整治工程。

该局于 3 月底开始，每天聘请 10 余名工人，出动挖掘机、铲车，
对杂树、杂草、水草进行全面清割，对河道淤积进行清理平整，彻底清
洁河道，经过 10 余天的奋战，累计清理平整河道 2 公里，清理运送河
道杂树、杂草 30 余车，清除违规捡种面积 2 亩。县城环境得到了显著
改善，清理整治行动赢得了休闲散步群众的称赞。

同时，平利县水利局还不断完善河道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凝聚水
利、住建、生态环境、镇村齐抓共管工作合力，新采购清漂船用于常态
化清洁河道漂浮物，继续聘请专职人员负责河道日常管理、保洁，常
态化开展志愿护河活动，切实维护河道健康和生态，为建设月湖两岸
“会客厅”打下坚实基础。

地处秦头楚尾，历经 2000 多年历史长河的“太极城”旬阳
市，如同镶嵌在秦巴山间一颗闪耀的明珠，在时光变迁中熠熠
生辉。 老城府民街区则承载着历史的底蕴， 闪烁着文化的辉
光。

府民街区依山成街，街区范围包括人民北路、府民街、后
城街三条主要街巷以及洞儿碥太极观、文庙、航运博物馆、原
县衙所在地、东城门遗址、北城门遗址等地。 旬阳老城的街巷
体系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 主要由沿等高线的横街和垂直于
等高线的台阶纵巷构成，全长 1000 米，核心保护范围 3 公顷。
有文庙、 洞儿碥等 25 个挂牌保护的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
2021 年 11 月， 旬阳市老城府民街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
公布为第四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在府民街，从一窗一棂里照见阳光洗濯的粉尘，也照见时
光深处走来的细碎痕迹。老城的旬阳市博物馆、汉江航运博物
馆、垭子口、炮台、文庙、汉江航运博物馆、老县衙、民居和商
埠，沿着多条青石台阶和羊肠小径盘旋，记录着远去的喧嚣和
繁荣，用朴实无华的姿态，留存于小城一隅。

在旬阳市博物馆（文庙），看旬阳古八景之一“柏荫铜碑”，
寻“稀世国宝”北周独孤信印和汉代象牙算筹。 在汉江航运博
物馆里，了解三千里汉江黄金水道，五千年中华航运文明。 城
隍庙里曲调悠扬的汉剧，旬阳民歌《兰草花》动人心弦，街边的
茶馆里，老人们品着清茶，这里的历史遗迹和市井生活，延续
着千百年来的节奏与韵律，展现着旬阳的文化特色。

街巷中的美食， 是旬阳人最深的乡愁记忆。 两掺面的酸
爽、拐枣酒的醇香、双麻饼的清甜，每一种美食都是地域文化
的具象体现， 在外打拼的游子， 最想念的也是这一口家乡味
道。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现代化成就，更在于它能
否守护好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条老街的存在，让旬阳这座城市
有了独特的文化标识， 也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的交融共生。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对老
街进行保护性修缮，既保留了历史风貌，又改善了居民生活环
境，为老街注入了新的活力。

入春以来，石泉县成片的李花、油菜花相继盛开，美丽的花海不
仅成为乡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也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在池河镇顺风村，成片的李树长满山头，一簇簇、一丛丛雪白的
李花开得正艳，应和着春日的阳光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邓永强穿梭
在自家 15 亩李园中， 笑意在脸上喜不自禁：“每亩收益超 2 万元，没
想到原来的荒坡现在成了‘摇钱树’！ ”近年来，池河镇顺风村因地制
宜，把李子作为村民增收的支柱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李树种植面
积从最初的 210 亩扩大到现在的 560 余亩， 种植户从 46 户增至 78
户，并带动周边 90 多名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借助满园的李子花，池河镇谭家湾村举办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前
来赏花游玩， 体验乡村游的乐趣。 前来游玩的游客玲珑说：“这里杏
花、李子花还有桃花遍布满山，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这里观光打卡，感
受石泉的魅力。 ”依托李子产业的蓬勃发展，石泉县秦牧果业园区不
仅提供鲜果采摘，还开发林果套种中药材、研学体验等项目，形成“春
赏花、夏摘果、秋研学”的农旅融合产业发展模式，“花海经济”美丽效
应持续释放。

喜河镇福星村的 150 亩油菜花田金浪翻涌， 机械化耕作让亩产
提升至 400 斤，年增收 20 万元的同时带动 30 余人就业。 “我们正建
设标准化榨油车间，打造高山菜籽油，同步实施品牌战略，构建“线
上+线下” 的模式全渠道营销网络， 推动村级产业向全链条增值转
型。”村支部书记张浩笑着说。而在喜河镇档山村，沿江的千亩油菜花
海成为游客打卡热点，喜河镇通过打造江野星空露营地，配套完善围
炉煮茶、石锅鱼品鉴、水上娱乐等旅游项目，辐射带动周边餐饮、住宿
等配套产业快速发展，真正让花海的“颜值”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产值”。 “上完班了周末来石泉的江野星空露营地，和朋友一起来露
营，看到有山有水，花也开了，这个好地方让人感觉很惬意，玩得很开
心！ ”西安游客王勇娟在油菜花里拍照留念。

近年来，石泉县坚持“一镇一业一龙头，一村一品一园区”的产业
思路，在壮大乡村产业的同时，通过整合生态、文化、旅游等资源，不
断让花海释放出更加强劲的经济动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余迟 周珣）近日，汉滨区文旅广电局文化执法
大队开展 2025 年春季练兵活动， 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着力提升行政执法队伍素质，真正为汉滨区“春来
早”系列旅游活动保驾护航。

本次练兵通过集中学习、讨论形式开展，紧紧围绕执法文书制
作、陕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
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处罚法七个方面进行学习，增强了练兵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执法队员丰富了业务知识，拓宽了执法思路，
提升了执法技能。

执法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练兵，进一步深刻领悟了依法行
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行政执法质量的重要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 郭华）近期，只要打开《瀛湖之声》公众号，就能
看到汉滨区瀛湖镇综合行政执法宣传专题片，这是瀛湖镇综合执法
部门面向群众，以涉农的常用法律为内容，首次运用 AI 人工智能新
技术编辑的动画宣传片。

根据汉滨区综合行政机构改革安排部署，瀛湖镇政府承接涵盖
的城市管理、文化市场、道路交通、生态环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等
多个领域共计 37 项赋权执法事项。 由于具体普法宣传涉及法律条
文较多，群众对相关法律知晓率低，普法难度大，宣传成本高。 对此，
瀛湖镇综合执法队发挥 AI 人工智能新技术优势， 将复杂的法律条
文生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声宣传专题片， 结合相应的执法动态剪
辑，分类分批分期对外播发，形成了良好的普法宣传氛围。

目前，瀛湖镇通过《瀛湖之声》公众号，已面向镇域辖区 1 个社
区、26 个村，全域播发动漫宣传专题片 5 期、10 个视频，群众对涉及
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烟花爆竹经营安全、森林防火等相关赋权法律
知晓率明显提升。 据悉，此前瀛湖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还运用发放普
法宣传资料、签订安全承诺书等方式入商超、进医院，宣传公共场所
安全法律法规；运用普法讲座进校园、小手拉大手“1+6”模式，送防
火、禁烟法规宣传进校园，动员学生当好宣传员，构建无烟校园，带
动家长保护森林、远离烟草。

瀛湖镇用活 AI 普法
打造宣教新阵地

沃野“花容”韵乡愁
通讯员 郭依萍 李贤淑

生态“更新” 百姓舒心
通讯员 张根 王安平

汉滨文旅以“规范之笔”
答好旅游服务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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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传千年 古城换新颜
通讯员 杨蜜

随着气温升高，镇坪县牛郎山景区新绿初染，一丛丛野生杜鹃
花渐次开放，如朵朵云霞傲立枝头，美不胜收，吸引大量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拍照，欣赏杜鹃之美。

谌溶 摄

垩 静赏花开
圯 游客打卡拍照

茶茶农农采采茶茶忙忙

旬旬阳阳老老城城区区域域

草长莺飞的春天 ， 旬阳市双河镇西岔河
两岸的稻田里，层层叠叠的油菜花肆意铺展，
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 该镇卷棚村党支部书
记黄林权却顾不上驻足欣赏， 他正带着镇农
业工作人员逐地块核实油菜种植面积， 通过
审核后将兑付每亩 150 元的奖补资金。

“稻田轮作油菜后 ， 每亩地可增收 1200
多元 ，从 2022 年开始推广稻油轮作 ，我们村
集体率先种植了 85 亩油菜，到今年全村落实
了 400 多亩， 受水热条件影响只能种一季稻
的秧田全部实现了收两茬。 ”黄林权说道。 该
镇近年来大力推行稻田轮作换茬模式， 通过
选派农技指导员、统一种子供应、发放化肥农
药 、 开展集中飞防等措施 ，3000 余亩 “冬闲
田”变成“增收田”。

推行稻油轮作， 是该镇聚力粮食安全战
略，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之一。 近年
来，双河镇立足农业大镇“基本盘”，紧盯粮食
生产增量提质， 推动传统稻米种植向轮作换
茬、稻渔综合种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转变，并结
合耕地流出整改、撂荒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稳步抓好大豆玉米套种面积落实，粮食
生产实现量质双增。 “2024 年，我镇播种粮油
作物 4.1 万亩， 粮油总产量达 9203 吨， 获评
‘安康市粮油生产强镇’。 我们坚持 ‘五良融
合’思路，发挥主体、大户的带动作用，用好用
活激励保障措施，加快建设产供销体系，确保
粮食生产稳产、增收、提效。 ”该镇镇长胡万锋
介绍道。

春赏油菜花海 、 秋观稻浪翻涌……推窗
可见的 “田园画 ”，已成为该镇推介引流的必
备项目。在加快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该镇突
出农旅融合发展思路，通过引育主体，打造了
游龙河 、早阳坪 、何家湾等一批集旅游观光 、
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农旅节点，旅拍打卡、农事
体验、采摘垂钓、趣味研学等体验元素日趋丰
富， 田园风光持续变现为旅游资源， 以农促
旅 、以旅兴农的和美乡村 “新画卷 ”正徐徐展
开。

一田多收富乡亲
通讯员 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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