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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谁路过不说一声我这猪圈柴房修得展
展的。 ”彭仁州满脸自豪地说道。 曾经的岚皋
县佐龙镇佐龙村晏家堡，农户院落简直“看
不得”，房前屋后乱糟糟，鸡棚猪圈柴房搭得
千奇百怪。 而如今，随着人居环境整治和和
美庭院建设的推进，该镇统一规划了屋顶外
墙、鸡棚猪圈柴房样式，这里的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环境干净整洁了，村民住
在这里心里也格外舒畅。

不仅晏家堡的村民有这样的感受，马宗
村的村民更是深有体会。 在马宗村，“观景
阁”农家乐业主王德秀感慨地说：“今年节假
日基本每天都有两三桌客人，得亏去年搭上
了和美庭院建设政策的顺风车，现在不出远
门，也能挣到钱了。 ”去年 4 月，马宗村一组
16 户按照岚皋县设定的 “和美庭院五星级”
标准，对老宅子进行装修改造，建成 15 户农

家乐，1 户民宿，家家都有小产业，走出了一
条“以旅兴农、农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径。

近年来，佐龙镇持续开展“扫干净、摆整
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大力实施“拆
违建、清四乱、除残垣、建家园”工程，以星级
“和美庭院”创建为抓手，在全镇 6 村 7 个院
落打造出四星级和美庭院 53 户、五星级和美
庭院 62 户，建成马宗村“梦见蓬莱”、蜡烛村
“凤栖云舍”、花坝村“十里荷香”等“样板”院
落集群。通过以点带面，如今全镇不仅环境整
洁如新，旅游业态更是蓬勃兴起。人居环境整
治带来的不仅是房前屋后的“面子靓”，更让
乡亲们的“钱袋子鼓”。 这场由里到外的乡村
蝶变，正让佐龙镇在“环境美、产业兴、农民
富”的康庄大道上越走越稳，描绘着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生动图景。

走进白河县宋家镇安乐村陆基养鱼基
地，22 个直径 8 米、深度 2.2 米的蓝色圆桶在
大棚里整齐排列， 一尾尾石斑鱼在池里欢快
地游动，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

近日， 白河县快活岭现代农业示范园正
式实施国内领先的“陆基循环水生态养鱼”项
目，以科技赋能传统渔业，通过智能化水循环
系统、生态化养殖技术和绿色低碳模式，开辟
了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新赛道。

“山好水美鱼儿肥。 ”5 月 7 日，白河县快
活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负责人熊绍兴在水产
养殖大棚内撒下一把饵料， 桶里成群的鱼儿
争相觅食，水花四溅，笑容也慢慢爬上他的脸
颊。熊绍兴介绍，这种“巨型水桶”是镀锌板帆
布圆桶，可养殖石斑鱼、鲈鱼、金樽等特色水
产，实现了从传统养殖业向生态渔业的转型。

“这叫陆基养鱼， 与传统模式不太一样。
可别小看，大桶里满满的‘黑科技’。 ”来到大
桶前，熊绍兴神秘地笑着说，然后掏出手机，
随手点进应用 APP，每个桶内的水体温度、溶
氧量等数据一目了然， 手指轻轻一点便直接
远程自动控制换水、增温。养鱼新模式让熊绍
兴从“会”养鱼向“慧”养鱼转型，实现了技术
能力升级和增收渠道拓宽。

“我们这里的水质非常好，池内水不断循
环流动，鱼也游得多些，相当于不停地健身，
肉质更好更美味。 ”今年 50 多岁的老伍笑着
说， 基地里养殖的石斑鱼属于高蛋白、 高营
养、高价值的特色鱼类，养殖要求较高，市场
需求量大、市价高，很受欢迎，早早地就被客
户预订了。

传统水产养殖依赖自然水域，易受天气、
水质和病害影响。 陆基循环水养殖通过多层
物理过滤、生物净化、恒温调控及智能监测技
术，实现养殖水体 95%以上的循环利用，系统
可精准控制溶氧量、pH 值、 氨氮浓度等关键
指标，为鱼类提供稳定、健康的生长环境，年
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 3 倍以上， 水资源
消耗降低 90%。

绿色养殖守护碧水蓝天。 陆基循环水养
殖是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养殖
尾水经微生物降解、植物吸收等多级处理后，
达到农业灌溉标准，真正实现“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 同时，基地采用太
阳能光伏供电等低碳技术， 已逐渐成为绿色
农业标杆。

目前，该园区已基本实现工厂化养殖，建
成投用鱼池 22 口，占地面积 2200 平方米，累
计投放石斑鱼鱼苗 20 余万尾，目前主要销往
安徽省，年产值达 600 余万元，带动周边 21
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 劳务用工等方式参与
产业链，人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陆基循环水生态养鱼是渔业转型的必然
方向，不仅缓解了土地和水资源压力，更通过
可控环境生产出符合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
求的安全水产品。 “我们还将深化 AI 物联网
技术应用，构建“智慧渔场”大数据平台，并探
索与生鲜电商、企业团购合作，推动水产养殖
向高效、智能、可持续迈进，让生态鱼“游”向
全国餐桌，实现‘一条鱼富一方人’的目标。 ”
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

青山绿水“慧”养鱼
通讯员 方凤玲

星级庭院好风光
通讯员 彭文哲

5 月的旬阳市麻坪镇， 山岚轻拂、 万物竞
发。 当记者满怀期许地步入这个旬阳西北部的
产业重镇时， 只见麻坪河两岸的千亩烟田里，
青翠的烟苗整齐列队，农人们躬身移栽，汗水
滴落处皆是希望。 海拔千米的五龙山茶园内，
茶篓在村妇的腰间轻晃，灵巧的指尖在叶片间
翻飞，嫩芽与笑语在山间回荡。 李家河村的蚕
室里，春蚕沙沙食桑，细密的韵律如致富歌谣
在耳畔响起，蚕农们穿梭桑园，指尖捻出丝路
绵长。

“我们以‘三片叶子’为笔，在青山绿水间
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麻坪镇党委书记邹洵
站在阡陌纵横的田野深处，望着绵延的产业园
区目光灼灼。 镇党委副书记吴永康轻抚新移栽
的烟苗补充道：“从高山云雾茶到河谷 ‘黄金
叶’，每个产业都凝聚着干部群众的匠心。 ”

近年来，麻坪镇党委、政府按照“高山茶叶
中山烟，河谷川道桑满园”的产业发展规划，以
三片“叶子”为抓手，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扎实
铺好富民强村绿色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描摹出“三叶”生金的锦绣华章。

金叶飘香富万家： 烤烟产业擎起增
收脊梁

在钱河梁村烟草育苗基地，15 个白色大棚
如银龙盘踞山腰。 负责人李茂松掀起保温膜，
129 万株烟苗青翠欲滴：“这 1100 亩移栽苗，可
是全镇烤烟产业的‘种子部队’，大伙儿都指着
这些苗苗过上好日子哩！ ”不远处，新修的 15
公里产业路如绸带缠绕山间，30 座烤烟炉在晨
雾中吞吐烟霞。

离开钱河梁， 走进海棠寺村的梯田里，种
烟大户吴义刚正迎着晨曦带上 20 余名村民抢
墒移栽。 23 年的种烟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沟壑，

也沉淀出“致富良经”。 他眯着眼睛笑着说：“去
年新种的 80 亩烟田毛收入 24 万， 今年争取再
多赚点，给孩子换台好车。 ”当目光抚过嫩绿的
烟苗，手掌摩擦着滴灌管道，吴义刚蓦然间变
得激动：“虽然今春干旱严重，但是政府配发的
抗旱设备让移栽成活率大大提升，我们的心血
总算没有白费。 ”村支部书记刘登平顶着烈日
算起产业增收账：“今年 450 亩烟田已基本栽
完 ，11 个大户带着小户干 ， 户均增收能破万
元。 ”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印证着产业发展的骄
人成果。 2024 年全镇烤烟种植面积突破 4000
亩，10 个种烟村构建起 “千亩示范+百亩连片”
的格局。 镇政府投入 200 万元新建烤烟炉 30
座，烟农亩均增收不断攀高。 “我们要让每片烟
叶都成为‘黄金叶’。 ”邹洵在产业发展现场会
上表示，要将麻坪烤烟打造成旬阳市高标准烟
田样板区。

云间翠色蕴新机： 茶产业唤醒高山
宝藏

沿着九曲山路攀至丝铺村五龙山，1200 米
的海拔高地，500 亩生态茶园豁然舒展在眼前。
茶农们星罗棋布地穿梭在茶园，夏茶叶纷纷从
茶树间跌落。 “高山茶回甘足，这片云海就是天
然保鲜库。 ”村支部书记蔡家文轻捻茶叶，阵阵
清香沁人心脾。 旬阳五龙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志富打开茶厂卷帘门，生产线热气
蒸腾。“去年我们收购了 3000 公斤鲜叶，加工了
1000 公斤干茶，产值达到 30 万元，辐射带动周
边村民端稳饭碗。 ”

老庄沟村 90 后“新农人”王兴隆正在抖音
直播卖茶：“家人们看这茶汤多透亮， 口感清
香、不苦不涩，快来下单尝尝秦巴山里的好产

品……”镜头一转，满山茶树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 这个放弃 10 万年薪返乡创业的青年，用直
播间架起“云上茶路”，去年线上卖出 20 头黑猪
腊肉的同时，把高山茶推往江浙。 “我要让麻坪
味道香飘全国。 ”他调试着新购的直播设备，眼
里闪着灼灼微光。

在镇农业服务中心的数据资料库里，全镇
千亩核心茶园带动村集体收入年年增长，茶农
户均增收 3000 元。 吴永康端起茶盏，香茗在口
齿间化作对茶产业的深情寄望：“我们要让每
片茶叶都承载乡愁，让五龙山茶香飘得更远。 ”

银丝千缕织金线：蚕桑产业破茧成蝶

走进李家河村兴亿蚕桑合作社，负责人王
兴义流转土地 80 余亩新桑养蚕。“我从 18 岁时
就开始养蚕， 以前也当过村干部，2014 年投资
100 万元，建成蚕丝制品加工厂，一年能养 100
多张， 去年养了 120 多张蚕， 制成 400 床蚕丝

被，1500 元的均价仍供不应求，年产值达到 200
万元以上，带动 100 多户农户养蚕增收。 ”

在钱河梁村产学研基地， 县政协委员、钱
河梁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忠明正带学生辨识桑
树品种。 “娃娃们看，这是果桑，长出的桑葚可
以鲜食，蚕桑叶子比较大，主要用来饲养蚕，蚕
和桑树可都是带动农民致富的‘法宝’。 ”

言语间，他掰着指头算了算，轻声说道：“20
个常年务工岗位， 一年发放 12 万元年工资，我
们的桑园可是贡献不小。 ”

在麻坪整个镇域空间 ，1900 亩桑园串起
“育苗、养殖、加工”全链条，2 家龙头企业带动
年养蚕 2100 张，年产值 300 余万元。 邹洵抚摸
着柔软的蚕丝被感叹：“从‘养蚕卖茧’到‘丝路
生金’，传统产业正在破茧新生。 ”

叶叶关情织富路，步步为营振乡村。 夏风
过处，烟田涌浪、茶山叠翠、桑园滴翠。 这片 131
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三叶”经济正书写着“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三 叶 ” 并 茂 添 锦 绣
———旬阳麻坪镇以“桑茶烟”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记者 罗伟 通讯员 储召军

初夏的傍晚， 当夕阳的余晖掠
过月河水面， 汉阴县的街头巷尾便
悄然换上了一身五彩斑斓的 “夜
装”，霓虹闪烁、人流如织，夜市摊位
飘来阵阵香气， 广场上的音乐声与
欢笑声交织成片……今年以来 ，汉
阴县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文化
赋能，将“夜食、夜购、夜游、夜娱”深
度融合， 打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夜
间消费场景，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城东夜市的喧嚣， 是汉阴县夜
经济最鲜活的注脚。 位于东南村的
1000 平方米市集， 白天是果蔬生鲜
的交易场，夜晚则是美食集。60 余顶
亮着暖黄灯光的摊位整齐排列 ，摊
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来份刚出
锅的油炸饺子，皮薄馅多！ ”“酸辣粉
皮子，秘制调料管够！ ”在这里，汉阴
传统美食被赋予夜的仪式感。 非遗
小吃炕炕馍在炭火上烤得金黄酥
脆，抹上一层辣酱便是街头顶流；米
面皮搭配豆芽、黄瓜丝，淋上芝麻酱
与醋汁，酸辣鲜香直击味蕾；最热闹
的当属烧烤区， 肥瘦相间的肉串在
炭火上滋滋冒油， 撒上孜然与辣椒
面，烟火气瞬间穿透夜色。 摊主李大
姐的烤鱿鱼摊前围满食客， 她一边
翻动铁签一边笑着说：“入夏以来每
晚能卖三四百串， 收入比白天摆摊

翻了番。 ”走进东南村的城东夜市，
仿佛踏入了一个美食的王国。

沿着月河漫步， 城东花月湾迎
宾公园的灯光秀已悄然点亮。 五彩
斑斓的灯光将公园装点得如梦如
幻， 健身步道与画舫在夜色中相映
成趣，吸引着众多市民前来散步、夜
跑、打卡。 公园内的特色美食区，将
汉阴小吃搬进园林式空间， 游客们
可以一边品尝着美食， 一边欣赏着
月河的美丽夜景，感受“舌尖上的汉
阴”独特魅力。 在这里，美食与美景
相互交融，让人流连忘返。

凤凰广场则是文化娱乐的主阵
地。 每到周三夜晚，广场上便热闹非
凡。 传播精神文明的“邻里小剧场”
文化展演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观
看，大家围坐在一起，沉浸式感受汉
阴本土文化带来的快乐； 儿童玩具
展销区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孩
子们在这里挑选着自己心仪的玩
具，欢声笑语回荡在广场上空；健身
体操展示区， 居民们跟着音乐的节
奏，尽情地舞动着身体，展现出健康
向上的生活态度。 围绕“食、游、购、
娱、体、展、演”的夏日新“夜”态推陈
出新，夜市的氛围从过去单纯的“味
觉经济”发展到“视听经济”，文化元
素的注入让夜经济更加丰富多彩 ，
唤醒了汉阴文旅消费新活力。

汉阴县夜经济的繁荣， 离不开
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大力支持。 近年
来，汉阴县以“惠民、便民”为宗旨 ，
一方面推进基础设施改造， 如南城
壕街景提升工程，增设喷泉、砖雕等
景观， 与明城墙、 文峰塔相融打造
“一步一景”夜游路线 ，让游客在夜
晚也能领略到汉阴的历史文化底
蕴；另一方面优化管理服务，划定规
范经营区域，落实定时保洁、安全巡
查等机制，让“烟火气”与“文明风 ”
并存。 同时，政府还积极引导和鼓励
商家创新经营模式， 推出各种特色
活动，吸引消费者。

华灯初上， 月河两岸的灯火倒
映在潺潺流水中。 夜市摊主的吆喝
声、 食客的谈笑声、 广场舞的旋律
声，共同谱写着属于锦绣汉阴“夏夜
交响曲 ”。 这里升腾的不只是烟火
气，更是“锦绣汉阴月河夜经济带 ”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创新脉动 。
汉阴县还将开发夏季夜跑、 民俗展
演等更多常态化夜间活动，推动“夜
间流量”向“日间留量”转化，并串联
起文化街区、月河河畔休闲区、田园
综合体三大板块， 全面提升夜经济
的品质和影响力， 让锦绣汉阴的夜
经济成为幸福安康高质量发展的新
名片。

城
市
烟
火
气

助
力
夜
经
济

通
讯
员
张
辉

茶厂工人对茶叶进行杀青

蚕农正在采摘桑叶、桑葚

烟火气十
足的地摊市集

儿儿童童游游乐乐区区

热热 闹闹 的的
美美食食广广场场

麻坪镇千亩烟叶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