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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石泉县中池镇堰坪村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壮大乡村产业、持续打造美
丽环境，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了一条
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子。

夏日时节， 中池镇堰坪村果蔬品鉴园内生机勃
勃，智慧大棚内种植的圣女果、茄子等果蔬也到了采
收季， 不少村民到园里务工， 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
帘。

村民段茂清说：“我就住在这附近， 干一天就有
100 元的收入，而且活也比较轻松，对于我们庄稼人
来说算可以了。 ”

中池镇堰坪村位于池河川道，地理位置、土地资
源等条件相对较好。 堰坪村将发展设施蔬菜与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通过打造果蔬品鉴园，一年四季轮种
圣女果、黄瓜、辣椒、茄子等瓜果蔬菜，吸引游客入园
采摘，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
大量就业岗位。

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 ， 堰坪村还积极争取
“以工代赈”项目，完善和提升村内基础设施 ，目前
已修建完成村内河堤 380 米，在提升防洪能力的同
时，还对河堤进行了景观化提升改造 ；对部分通村
公路和产业路进行升级改造， 全村 30 户以上的自
然组已全部实现通水泥路，入户路硬化率达到 90%
以上 ，路灯亮化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群众生产生
活更加便捷。

堰坪村党支部书记叶友兵介绍说：“我们村还将
围绕石泉县首位产业， 持续巩固堰坪村蔬菜保供基
地， 同时进一步完善提升果蔬采摘园设施设备以及
新品种的试验示范，为游客提供更好的采摘体验。 同
时还将结合中池花海项目， 提升河堤观光步道周边
环境卫生，为游客及集镇周边群众提供休闲场所，把
我们的村庄建设得更加美丽， 带动更多老百姓致富
增收。 ”

聚焦“诗画田园·和美堰坪”发展定位，堰坪村因
地制宜， 不仅实现了从产业转型升级到农旅融合发
展，也让乡村环境美向群众生活美转变，生动展现了
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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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宁陕，青山如黛，绿水潺潺，一幢幢白墙黛瓦
的民宿错落有致地镶嵌于青山绿水之间， 游客们或漫
步于乡间小道，感受田园的宁静；或闲坐在庭院中，品
味香茗的芬芳。 这些曾经破败闲置的老宅，如今已摇身
一变成为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更成为当地村民增
收致富的“金屋”。

生态旅游显成效

“今晚‘村光大道’的演出太精彩了！ 尤其是听了城
关镇的民宿推介，感觉渔湾特别的美，迫不及待地想去
体验一下，感受当地的乡村风光。”5 月 31 日晚，安康游
客陈先生在观看完“村光大道”城关镇专场演出后，满
脸兴奋地说道。

然而，多年前的渔湾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道路泥
泞、土地撂荒、基础设施落后，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改变从 2022 年开始， 宁陕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将生态旅游作为推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产业， 并将民宿产业作为发
展生态旅游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陕县先后出台《宁陕县支持
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宁陕县推动民
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大
力实施民宿产业“六百工程”，开发出“旅游民宿贷”金
融产品。

据统计，2024 年以来，全县已累计发放“旅游民宿
贷”7923.4 万元。 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运营鹿柴山集、
朝阳山居、冰雪山居、望梅山居、守拙园等精品民宿（集
群）29 处，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改造和新建星级农家乐、

等级民宿 87 家，新增床位 2102 张。 通过政策扶持、资
本引入和专业运营，民宿产业呈现出“全域开花”的良
好态势。 这些独具特色的民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慕名而来，亲身体验民宿文化的独特魅力，尽情感受
乡村风情的淳朴与美好。

村民增收渠道广

“以前，我们都在外地打工或者种地，收入不稳定。
现在，我把自家的房子租给公司打造成民宿，我和媳妇
都在这里上班，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生活稳定
多了。 ”4 月下旬， 走进江口回族镇冷水山居 6 号院民
宿，管家周继华正在打扫卫生，为“五一”即将入住的客
人做准备。

在宁陕， 像周继华这样受益于民宿产业的村民还
有很多。 在政策的支持下，众多返乡创业者纷纷投身民
宿产业，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位于城关镇汤坪村的
青草关民宿业主高小平，就是返乡创业的代表之一。 在
县政府“六百工程”政策的吸引下，他毅然回乡投身民
宿产业，通过申请“旅游民宿贷”解决了资金问题，政府
统一招募的专业设计团队还为他节省了设计成本，提
供了高水平的规划方案。

“从政策扶持到落地运营 ， 政府始终积极作为 、
全程跟进，这让我对民宿项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 ”高
小平表示，目前民宿运营情况还比较好，“五一 ”期间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房，每天来吃饭的客人也挺多 ，计
划把青草关民宿打造成示范项目 ， 带动更多乡亲搭
上致富快车。

截至目前，城关镇已建成精品民宿、星级农家乐、

乡村民宿等 50 余家，年接待游客超 5 万人次，带动就
业 200 余人，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如今， 众多村民通过出租闲置房屋、 主动改造自家老
宅、参与民宿经营管理等多种途径，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的美好愿景。

老宅焕发新生机

“我们立志于盘活宁陕的闲置资产，让乡村更具乡
趣。 ”前不久，在筒车湾镇青山觅水乡村假日酒店施工
现场，工人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谈及建设乡村酒店
的初衷，负责人邱蔷说。

“我们酒店建筑改造秉承简约的‘包豪斯’风格，用
露台、连廊、花池小景等景别把七栋独立建筑串联在一
起。 还引进了国内一流骑牛人戏水设备，充分挖掘、发
挥筒车湾‘水’的优势，增加入住客人的体验感受。 ”邱
蔷介绍道：“酒店预计 10 月正式投入运行， 运行后，将
为周边农户提供 3 至 5 个工作岗位， 间接带动 2 至 3
个小餐饮项目。 ”

近年来， 宁陕县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
生态环境，吸引了不少像邱蔷这样的投资者。 他们通过
专业化改造，将一批批老旧宅院焕新升级为特色民宿，
不仅实现了传统建筑文化的活态传承， 更有效提升了
县域旅游接待承载力。

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 2025 年一季度，宁陕县旅
游总人次达 72.41 万人次，总花费 2.35 亿元。 从老宅闲
置、村民外流，到民宿扎堆、游客如织，宁陕县正以民宿
为媒介，让沉睡资源变为发展资本，绘就出一幅“产业
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时代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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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鸟类资
源丰富的地区及鸟类栖息地种群数量和种类也在逐渐增多。 朱鹮等濒危
鸟类保护拯救成就尤为显著，从 1981 年 5 月在我省洋县发现时的 7 只，
经过 40 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2023 年底恢复到 9000 多只，其中仅秦岭南
麓的洋县、佛坪、宁陕、西乡、石泉、汉阴等地就有 7000 多只，占到了我国
朱鹮种群数量近 80%。

生态好不好，看鸟有多少。 安康地处秦岭巴山之间，山清水秀，植被
茂密，生物多样，生态优美。 据普查记载，各类留鸟、候鸟有 430 多种，占
到我国鸟种四分之一。

多年来，我同安康的爱鸟朋友一道，或在观鸟之途，或走进幽静茂密的
森林中，拥抱大自然、亲吻大自然，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这份独有的惬意，在
不被打扰的相逢中，用相机记录它们自由生活的状态。 由于拍摄经验不足，
很少拍到精彩的“飞行姿态的精彩画面”。拍鸟的乐趣在于其富有挑战性，不
像其他题材的摄影， 拍摄难度相对较大， 抓拍到了某一个动感而精彩的瞬
间，洋溢在脸上的笑容让满足感和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也不像其他题材
那样容易让人厌倦，因为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可以不断捕捉更多精彩。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大自然的崇敬之心愈发强烈，用观鸟的方式
了解鸟儿的活动轨迹、生活习性，发现鸟与自然互依互存、和谐共生的感
人故事，以期唤起更多人热爱鸟类、敬畏自然、保护生态。

珍稀鸟类对每一位观鸟人都有着神奇的吸引力，这也支撑着自己浓
厚的观鸟兴趣。 其实，要想在特定环境下拍摄新的鸟种和精彩灵动的鸟
类图片或视频，不仅要千里迢迢奔波，还要在锲而不舍中考验观鸟者的
耐心。

2023 年冬，汉江河畔来了六位“贵宾”———东方白鹳。 它们从最初在
城堤公园一带河道活动， 到后来固定在黄洋河与汉江交汇的沙洲上栖
息。 这里是汉江安康段湖面最开阔的地方，沙洲上有大片芦苇和数个隐
蔽的小池塘，白天它们在黄洋河口一带的浅滩中怡然自得，时而水中漫
步捉鱼摸虾，时而空中翩翩起舞，只有夜间才集体到沙洲中央的芦苇丛
中休息。

它们的到来，吸引了西安、汉中、咸阳等地数百名爱鸟人士的关注。
他们不畏严寒、不惧路途遥远，背着沉重的观鸟器材，来到汉江河边蹲
守，期待见到六只“国宝”齐聚的场面。 可白鹳总喜欢单独出场，仿佛以考
验观鸟人的耐心为乐趣，总是让每一位观鸟的朋友带着一丝遗憾返回。

因在自家门前，不受时间限制，不受天气影响，我带着热忱先后数十次
到栖息地拜访。 好几次不经意就来到了黄洋河边：今天出动了几只？ 都在什
么位置活动？阴天和晴天分别是什么样的状态？旬阳电站水位上升和下降对
它们的活动有多大影响？除夕夜的烟花爆竹声它们有没有受到惊吓？带着这
些关心和期待，我数次前往河滩地，就为了面对面多看几眼这些远道而来的
“贵客”。随后我以东道主身份加入引导文明观鸟和护鸟宣传之列，向众多摄
影爱好者介绍鸟与生态的密切关系，倡导减少人为惊扰，期待来年有更多的
东方白鹳迁徙汉水之畔度假越冬，成为安康常客。

2024 年 2 月中旬，一个平静的午后被五只白鹳突然的腾空而起所打
破，它们在汉江、黄洋河畔盘旋而上，优雅的身姿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美
丽的弧线，形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这场景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万物皆有灵，雀鸟亦如此。 各种雀鸟和野生动物，都是人类不会说话
的朋友。 保护它们、善待它们、关爱它们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且任重道远。
“保护自然、关爱鸟类、促进环保、维护生物多样、和谐共生、人鸟相生相
伴”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 为此，我
们要多接触多了解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将更多的情怀和友爱给予自然
界的伙伴，进而让内心收获纯洁和友善，增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鸟类保
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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