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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市双河镇水洞沟景区， 曾因交通
不便、宣传不足，导致“藏在深山人未识”。
近年来，双河镇以文旅融合为引擎，激活乡
村生态资源 ，让村民端稳 “生态碗 ”、吃上
“旅游饭”， 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振兴
路。

水洞沟景区，山涧沟壑纵横，原生态植
被覆盖率超 90%以上，有四季恒温溪流瀑布
群、“天鹅抱蛋”“金蟾献瑞”等自然景观，与
千年鸳鸯檀、古梯田、古村寨等人文遗址交
相辉映。 然而，过去因交通闭塞、配套设施
不完善，这块“瑰宝地”鲜有人知。

2020 年以来，双河镇党委、政府以市场
化改革破题， 号召在外创业能人陈守林等
人回乡协助开发水洞沟。 “要让资源变资
产，首先得打通‘任督二脉’。 ”陈守林介绍
说：“双河镇政府累计投入资金 800 余万元，
治理景区河道 6 公里、铺设石板步道 4.5 公
里、搭建石拱桥 6 座，新建多处公厕，并完
善停车场 、 旅游标识系统等配套基础设
施。 ”这一系列举措让“养在深闺”的水洞沟
景区，蜕变为可进入、可游览、可消费的旅
游目的地。

为留住游客， 水洞沟景区还引入研学
拓展基地、户外露营地、亲子游乐等项目，
打造“昼赏山水、夜宿民宿”的全时段消费
场景。 陈守林返乡后把自家院落改建成“水
洞人家”民宿，去年营收超 50 万元，带动 6
名村民就近就业，以“返乡创业样本”吸引
社会资本回流。

双河镇以景区为核心，构建“旅游+农
业+业态创新”产业生态圈，引导村民发展
水果玉米、高山土豆、土鸡、林下养猪等特

色种养殖业，依托“景区直供+农家乐消化”
模式实现农副产品就地转化。

据马家村种植户老张介绍，去年他种植
的两亩水果玉米，因高山气温低、生长周期
长，口感优于别处，在景区内几天就被游客
抢购一空。 尝到甜头的他，今年计划再扩大
种植规模。 养殖户李大姐算了笔“增收账”，
去年她向景区农家乐供应土鸡 300 余只，每
斤售价比市场价高 2 元，增收近万元。 像老
张、李大姐这样居家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的农
户，在双河镇还有很多。

为盘活沉睡的旅游资源，双河镇同时还
整合镇内水洞沟、杨家台子、梁家大院、游龙
驿栈等文旅资源，构建“一核多节点”旅游矩
阵。 通过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形式精准营
销，年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达 1000 万元， 带动全镇 300 余户村民参与
旅游服务。 “核心景区辐射+节点资源联动”
模式既避免同质化竞争， 又通过流量共享，
降低营销成本，实现区域旅游规模效应。

“这不仅是吃 ‘旅游饭 ’，更是端 ‘生态
碗’。 ”镇党委书记谢自豪表示，双河镇将深
挖非遗与农耕文化， 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
推动“观光游”向“度假游”转型以提升旅游
附加值，并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可持续的民生福祉。

从“藏在深山”到“宾客盈门”，双河镇的
实践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逻辑。 随着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乡
村旅游成为民生幸福产业，一幅“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近日，汉阴县涧池镇君科玫瑰园
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 ，13 万
株玫瑰竞相绽放， 迎来了最佳观赏
期，吸引了不少游客赏花游玩。

走进君科玫瑰园，仿佛踏入一片
梦幻的花海。 火红的玫瑰花开似火、
嫩粉的玫瑰娇艳柔美、金黄的玫瑰璀
璨夺目、浅紫的玫瑰神秘优雅、淡橘
的玫瑰清新可爱，各类纯色玫瑰交织
在一起，形成五彩斑斓的花海，微风
拂过，花朵轻轻摇曳，浓郁的花香扑
鼻而来，令人陶醉其中。

“我是恒口的， 今天带我妈和姨
过来逛，感觉这特别美，非常适合带
家人过来游玩，花开得也特别旺盛，
我挺喜欢这里的，值得逛、也适合露
营。 ”游客张女士说。

据悉，君科玫瑰园的花期从四月
中旬开始， 可以一直延续到十月，不
仅能让市民们轻松享受这份春日浪
漫，更为游客们在不同时节前来赏花
提供了充足条件。 同时，园区内的玫
瑰亲子游乐场、树下茶座等互动场景
让游客流连忘返，玫瑰餐厅推出的特
色餐饮，将“赏花”升级为“品花”，为
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我们园区总面积 100 多亩，现

已进入盛开期， 花期将持续至 10 月
底，今年新增了玫瑰餐厅、树下茶座、
草坪露营基地等设施，‘五一’ 期间，
我们将在这里开展音乐会、青年联谊
会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这里尽享美
食与欢乐。 ”君科玫瑰园负责人黄家
军说。

君科玫瑰园距离汉阴城区约 7
公里，占地面积达 100 余亩，是一家
集食用玫瑰种植加工、观赏玫瑰月季
培育和苗木销售于一体的省级家庭
示范农场。君科玫瑰园通过十几年的
辛勤建设和精心管护，现已发展种植
食用玫瑰 40 亩 ， 观赏玫瑰月季 60
亩，培育玫瑰月季苗木 13 万株，完成
了一、二期园区景观和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工程，围绕以玫瑰月季为主题的
综合农旅生态观光园打造，最终实现
“游、玩、吃、住、行”的目标。

近年来，汉阴县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玫瑰园作为汉
阴县的一张靓丽名片，不仅为群众提
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带动
了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当地还将持
续深化农文旅融合，以玫瑰为支点撬
动全域旅游，让“花经济”绽放出更绚
丽的产业之花、富民之花、生态之花。

近日 ，走进石泉县秦巴老街 ，手绘油
纸伞体验、旗袍汉服秀展示、火狮子表演、
纵横棋对弈等文化集市活动热闹非凡，让
游客流连忘返。 “这条老街文化活动多，还
有特色小吃也很多，烟火味很浓郁 ，这里
的人对游客也都很热情，到这里休闲度假
感觉挺不错的。 ”来自甘肃的游客刘华说
道。

秦巴老街位于石泉县城中心区域，始
建于西魏，复建于明清，承载着千年的历
史记忆。主街长约 1000 米，宽约 4 米，街
区内有禹王宫、江西会馆等 6 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以及东西城门 、古县衙 、古巷
道、古院落、古民居等明清古建筑。 老街南
临汉江，顺地势而建，街旁建筑青砖黛瓦，
临水照街，别有一番韵味。

近年来，石泉县按照“传承历史文脉、
留住古韵乡愁、把握地域特色 、促进产城
融合”的建设理念，相继对秦巴老街禹王
宫、江西会馆、关帝庙、古城门、古戏楼、古
院落等区域开展修缮工作，对现代建筑进
行立面仿古改造，同时配套基础设施改造
提升和街景美化绿化。 经过一系列保护性
开发与修复改造提升，古色古香的秦巴老
街与汉江两岸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成为
市民和游客休闲观光 、 文旅消费的新选
择。

秦巴老街历史悠久，除了保护和修复
古建筑，再现历史原貌，做优做美古街形
态，石泉县还深挖鬼谷子文化、汉水文化、
鎏金铜蚕文化内涵，搜集整理古城历史文
化积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常态化开展汉
调二黄、县令审案情景剧、将军巡城、舞龙
舞狮等文化集市展演，每年还举办二十四
节气文旅活动，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

“原来这条老街由于年久失修，破旧、
环境差，游客寥寥无几。 后来，县上整体对

老街的形态、文态、业态进行优化提升。 现
在，这里环境好、配套全、服务优，周末节假
日，我们社区的民乐队、合唱团、旗袍协会
等文艺社团也在老街文化集市活动起来，
吸引了不少游客。 ” 石泉县城关镇老城社
区党总支书记刘世元变身 “导游” 现场推
介。

夜幕降临， 文化集市系列活动让秦巴
老街人潮涌动，沿街店铺更是生意火爆。手
工艺品、汉服体验以及石锅鱼、烧烤等特色
美食备受游客青睐。 据老街上的一家手工
作坊店主汤雄威介绍， 巨大的游客量也带
动了店里面销售量，手工钩织的挂件、包包
都很受游客欢迎。 “今年春节以来，我们每
天都有好几十桌客人， 节假日最忙时候一
天能接待上百桌。”秦巴老街上一家石锅鱼
店的负责人郑书锐介绍说。

如今，秦巴老街不仅留住了古韵乡愁，
还涵盖了文化创意、特色餐饮、休闲娱乐、
民宿小院、非遗展厅等多种业态，开设各类
店铺 160 余家。同时依托老街夜景延长文
化旅游活动时间，实现多种业态联动发展。
秦巴老街先后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成为
石泉县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周末节假日， 同样热闹的还有石泉县
秦巴风情园。 4 月 19 日，“秦岭的孩子”音
乐季活动在这里盛大开启。 演唱会上，灯
光璀璨，《朱鹮的家》《石泉谣》《草池湾》《本
草溪谷》《汉江圆舞曲》 等极具本地特色的
原创歌曲，将汉江的水波、秦岭的风声吟唱
成“音乐故事”，通过以歌为媒，展现秦岭风
情与石泉魅力，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我们通过精彩的原创音乐演出、传唱
和衍生的文化现象， 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
注入新活力， 使游客从浮光掠影的山水游
览升级为感知秦岭生命律动的沉浸式体

验，都能在山水风景、农家生活、非遗技艺
和百姓的欢歌笑语中， 真真切切感受到当
地文化的魅力。”“秦岭的孩子”音乐季活动
策划王伊凡说。

地处秦巴腹地、汉水之滨的石泉县，素
有“秦巴山水·石泉十美”之称。在刚刚过去
的清明节假期， 石泉县各个景区景点车来
车往、 人头攒动， 各地游客在此观秦巴美
景、品特色美食、赏精彩演出、购地方特产。
据统计， 清明节假期共接待游客 18.63 万
人次，游客总花费 0.78 亿元，今年以来全
县累计接待游客 162.09 万人次 、 增长
10.26%。

作为鎏金铜蚕的出土地、 先秦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石泉县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
把旅游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将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旅游产
业的各个环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大力实
施“文旅产业共建、文旅活动共享、文旅机
制共融”的发展路径，充分利用山水田园、
民俗文化等资源， 打造了一系列富有特色
的景区景点及乡村旅游示范镇村， 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先后获评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秦巴山水·石泉十美” 文化旅游形象品牌
声名远扬。

秦巴老街的改造提升和文化集市展
演，以及“秦岭的孩子”音乐季成功举办，都
是石泉县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 石泉县加大对文旅项目的资金投
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
旅产业开发，培育壮大文旅市场主体；在资
源整合方面，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持续
举办四季文旅和体育赛事活动， 打造了一
批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景区和旅游产品，
全县累计建成国家旅游休闲街区 1 个、国
家 AAAA 和 AAA 级旅游景区各 5 个 、国
家级和省级旅游镇村 16 个，形成了具有当
地特色的文旅产业体系。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仅带动了石泉县
旅游产业的繁荣， 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 旅游产业的发展有效带
动了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同时，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也得到了有力推动， 提升了当
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和幸福感。据统计，全县
从事旅游业人数达 3.5 万余人 ，3429 户
8470 名脱贫群众享受到文旅融合发展带
来的红利。 2024 年，石泉县累计接待游客
645.9 万人次、 出行总花费 39.08 亿元，分
别增长 7.75%、8.2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 5.3%、7.4%， 增速位居安
康市前列。

“我们将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手， 着力在构建产业
融合发展载体、延伸产业融合发展链条、优
化产品要素供给、 强化区域协作联动上下
功夫，进一步促进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持续
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 助推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石泉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

春日的阳光斜照进白
河县西营镇天逸社区的双
兔玩具厂车间里， 缝纫机
的清脆声响与工人们的笑
语交织成曲。 一箱箱打包
整齐的毛绒玩具即将远
行，它们的“足迹 ”将跨越
重洋， 而这份 “甜蜜的忙
碌”，正在悄然改变着西营
人民的生活轨迹。

清 晨 的 厂 房 里 ，200
余名工人指尖翻飞， 布料
与棉絮在流水线上流转 ，
工人们各司其职， 都在自
己的岗位上忙碌着。 “我们
厂采取的是订单式作业 ，
订单来了我们就抓紧干 ，
自厂子开办以来， 缝纫机
的嗒嗒声就没停过， 虽然
繁忙， 但是还是为能在家
门口就业感到高兴。 ”社区
工厂工人张良飞说道。

凭借稳定的订单和优
良的品质， 双兔玩具厂已
经与欧美、 日韩及东南亚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
“在赶制完之前的订单后，
我们厂又接到了一个 80
万只的订单，截至目前，双
兔玩具厂的订单已经达到
了 100 余万只。 ”工厂经理
黄英高兴地说道。

为保障产能， 工厂采
取 “弹性用工＋技能培训”
模式， 旺季吸纳本地劳动
力 400 余人， 淡季则开设
质检管理、 手工编织等技
能培训，让员工“淡季不赋闲，技能随身带”。 目
前，员工月均工资可达到 2500 元，熟练工月收
入 3800 元。 “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一个半月，我
们社区平时也会在各种活动中号召赋闲在家的
居民去玩具厂上班，既能挣钱，又离家近，现在
工人都是‘抢着去’。”天逸社区党支部书记吴丰
喜感慨道。

“以前去县城打工， 来回就要两个小时，现
在下班还能接孩子，照顾老人。 ”39 岁的阮家芳
一边缝制玩偶一边说。比起这些，更值得一提的
就是工厂对待员工像家人一般，开办免费宿舍、
员工食堂、课后辅导班等，多方面解决员工的后
顾之忧。

当夕阳为车间镀上金边， 最后一箱玩具即
将启程。订单簿上的数字终会刷新，但比数字更
动人的，是缝纫机旁母亲轻哼的摇篮曲，是老人
擦拭眼镜时镜片上的微光， 是游子归乡时行囊
里那只西营制造的小熊玩偶。

毛绒玩具承载的不仅是柔软的温暖， 更是
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 在这里，“家门口的好工
作”不再是奢望，而是写进土地里的诗行，更是
一道坚实桥梁。一头系着世界订单，一头系着乡
土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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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稳“生态碗” 吃上“旅游饭”
通讯员 潘文进

13 万 株 玫 瑰 打 造 芬 芳 之 旅
通讯员 贺珍珍 熊乐

石泉老街人气旺

水洞沟景区

漫步花丛中

游人拍照打卡 花海旗袍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