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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紫阳县毛坝镇温家坪
村在紫阳县政协办的包联帮扶下，强
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落实环境卫生
晾晒评比制度，着力打造整洁、优美、
文明的人居环境 ， 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

“没想到把自家环境卫生搞好了
还能获评卫生示范户，我一定要带领
大家继续保持，争做卫生示范户的标
杆！ ”获评卫生示范户的一组村民张
开华高兴地说。 自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以来，工作队充分调动群众
积极参与，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显著增
强，主动维护优美环境的积极性和荣
誉感也极大提升。 如今，农家院内杂
物堆放整齐，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处
处散发着宜居、舒畅的生活气息。

为了让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地
见效，毛坝镇温家坪村工作队紧盯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脏、乱 、差 ”等难
点堵点，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明确
工作责任。 按照突出重点、以强带弱、
集中攻坚和全面清理、不留死角的原
则，对散落在田边、沟边、路边的各类
垃圾、秸秆 、杂草废弃物等进行全面
清理，确保田间净、地头净 、沟渠净 、
路边净、村庄净。 同时，还利用多种方
式广泛宣传动员，提高群众对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支持
率，引导群众自觉养成良好的环境卫
生习惯。

本报讯（通讯员 张根）近日，在陕西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
的“2024 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录”中，黄洋河平利段成功入选。
这是继该县石牛河成功创建为首批省级幸福河湖后， 幸福河
湖建设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黄洋河平利段长 72 公里，流域面积 688 平方公里，发源
于平利县洛河镇六一村，经大贵镇、老县镇流入汉滨区，为汉
江的一级支流。 近年来，平利县全面深化河湖长制，统筹推进
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经济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河湖管
理保护水平，通过实施黄洋河水资源生态保护治理、水美乡村
建设等项目，聚力建设黄洋河幸福河湖，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目标，将其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平利县依托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打造水美乡村，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争创水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工作样板。在呵
护水生态、水资源的同时，该县以水兴业促发展，坚持“以水活
旅、以水富民”，成功引进富锶山泉及绞股蓝凉茶生产线，探索
稻渔、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增收富
民。 依托河湖资源优势，平利县建成天书峡、桃花溪等 AAAA
级景区，有效盘活了水资源、丰富了水经济业态、创新了水美
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文旅消费。

通过多年努力， 平利县先后获评全国县域节水型社会建
设示范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县、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
进”试点县等荣誉称号。 平利县河湖长制工作经验在 2025 年
全省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 其幸福河湖建设
经验在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暨“亮剑护河 2025”河道非法采砂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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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长兵）7 月 12 日晚，宁陕县江口镇第
二届“清凉夏日·回乡臻味”啤酒烧烤篝火音乐季在菜籽岭田
园综合体精彩开幕。 本地和外地的游客欢聚于此，共享啤酒、
烧烤、篝火、音乐交织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灯光斑斓，人流如织，欢声雷动，烟火气息浓
郁。特色烧烤吸引着游客驻足品尝，美食、音乐、啤酒的完美融
合，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夏日盛宴。 在激情的音乐声中，人
们纷纷举杯畅饮，尽享美食、啤酒带来的欢乐与美好时光。 在
热烈氛围的感染下，不少游客主动上台，一展歌喉。 当篝火熊
熊燃起，游客们随着音乐欢快地舞动，尽情释放夏日热情，将
整场活动推向高潮。

“我今天专程从西安来到美丽的江口， 这里空气非常好，
特别凉快，温度大概 20℃左右。 举办的第二届‘清凉夏日·回
乡臻味’啤酒烧烤篝火音乐季活动，氛围非常好，听着音乐，吹
着晚风，品尝着地方烧烤，很惬意，以后还会带着朋友常来。 ”
西安游客杨先生高兴地说。

江口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清凉夏日·回乡臻味”啤酒
烧烤篝火音乐季活动，主要目的是为游客带来集美食、音乐、
社交于一体的多元体验。 同时，借助活动平台，向广大游客推
介江口美食、江口美景和精品民宿。

据了解，活动举办地菜籽岭田园综合体，是全镇精品民宿
项目之一。项目利用现有房屋，着力打造独具秦岭记忆特色的
民宿集群和微度假目的地。 目前已建成民宿 3 栋， 拥有床位
32 张，可同时接待 60 余人入住。 配套的乡野露营地、稻田、垂
钓池、蔬菜采摘地等设施已建成投用，让游客在菜籽岭田园综
合体尽享亲近山水的入住体验。

近年来，该镇按照“一季一主题，一月一活动”的思路，精
心策划开展了特色美食推介、民俗文化展演等一系列活动，不
断集聚人气、促进消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焕发新活力，展现
新气象。

七月的汉滨区新城街道程东村，绿树织就浓荫穹顶，柏
油山路宛若彩虹缎带，特色民居沿路铺展，碧绿菜园星罗点
缀。 路牌、墙绘随手一拍即成大片。 谁能想到，这座“城市山
野会客厅”，一年前还是村容村貌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脱
贫村。

区位曾是程东村发展最大的底气。 北拥香溪洞风景区，
东连牛蹄岭战斗遗址，村民早年自发办起农家乐。 然而，一
眼望到头的水泥路、菜品反复“老三样”、设施日益陈旧的农

家乐，让许多游客难以“回头”，乡村发展一度陷入困境。
转机出现在 2024 年 4 月，程东村被列为汉滨区“千万

工程”省级示范创建村。 街道办、村两级把人居环境整治作
为“第一仗”。 拆违建、清“四乱”、除残垣、建家园。 工作专班
“5+2”“白加黑”，通过入户走访、院落会、微信群等多种方式
宣传政策红利和发展前景，逐户讲解奖补标准和改造方案，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通过“干部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
与”，5.3 公里道路顺利改建、59 户拆迁协议成功签订、29 处

违建如期拆除 ，33 户农家乐改造提升 ，103 户农房风貌提
升。 按照“见缝插绿”的原则，在主干道两侧、房前屋后种植
绿植 1000 余株，打造“小花园”“小菜园”示范点 30 个。 天瑞
源农业公司免费为农户发放蔬菜苗，144 户发展庭院经济。
推窗见绿、 移步即景， 灰头土脸的小山村披上了美颜 “滤
镜”。62 岁的詹清平因残疾无法外出务工，和家人商量后，借
着改造的“东风”投入 40 余万元升级自家老屋，其中政府补
贴 5 万元，建成“璞园小院”农家乐。 如今包间天天有客，老
两口忙不过来，专门请了厨师。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在家门
口就把钱挣了。 ”詹清平高兴地说。

人气来了，治理也得跟上。 村里建立起“网格化+常态
化”管理机制，将全村划分为 7 个网格，成立由村“两委”牵
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专项整治工作组，每周二、周五定
期开展环境卫生义务大清扫。 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评议、志
愿服务、“和美庭院”评选等方式，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 市区职能部门多次邀请专业老师进村开展农林管护、厨
艺、服务等培训，组织经营户外出学习、拓宽眼界。 “我们原
来的村级政务大厅正在打造‘数字乡村’平台。 显示屏、监
控、地图沙盘等设施安装调试完成后，游客们可以通过大屏
实时欣赏村内美景、查找目的地，通过数字化设备聆听历史
故事，直观感受乡村发展历程。 ”程东村党支部书记李锦斌
介绍道。

环境美了，流量来了，活动也接踵而至。 从去年冬季至
今，村里接连举办烟火乡音艺术节、文旅促消费惠民演出、
“活力汉滨 棋逢程东”围棋公开赛、乒乓球赛、自行车越野
赛等活动，吸引游客 1.2 万余人次，带动农家乐收入同比增
长 30%以上，初步形成“以文促旅、以体助旅、以旅兴村”的
良性循环。 “山舍”农家乐老板张乐顺势在自己的抖音号上
开起了直播， 卖起了游客喜欢的招牌菜———柴火灶 “蒸碗
子”。 锅盖一掀，热气还没散，订单已经纷至沓来。 他乐呵呵
地说：“来我这儿吃饭没菜单，都是自家种的新鲜菜。 如今守
着家就能照顾老人，‘土里生金’，日子越过越兴旺！ ”

环境就是资本， 乡愁也能变流量。 程东村正以实干为
墨、创新为笔，在乡村振兴的长卷上奋笔疾书，一幅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图景正徐徐铺展。

陕南的群山，层峦叠嶂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流，云雾缭绕
中蕴藏着沁人心脾的绿意。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镇坪
县曙坪镇如同一颗镶嵌在山水间的明珠，这里，中药材的清
香与康养旅游的闲适交相辉映， 特色种养的活力与生态保
护的坚守同频共振，绿色发展的理念早已融入每一寸土地，
共同书写着农民增收、生态向好的崭新篇章。

踏入曙坪镇，目光所及皆是浓得化不开的绿。 群山环抱
间，中药材种植基地顺着山势铺展，黄连的碧叶凝着晨露，
绞股蓝的藤蔓缠绕出生命的韵律。 成片的药材田与周边的
森林、溪流融为一体，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村民的“绿色银
行”。

“以前守着大山没出路，现在种药材，技术员上门指导，
合作社包收购。 一亩地年收入比种玉米翻几番！ ”马镇村村
民算起增收账，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近年来，曙坪镇立足高
海拔、无污染的生态优势，把中药材种植作为“首位产业”精
心培育，通过“政府+合作社+农户”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
术和销售渠道，让村民种得放心、赚得安心。 如今，全镇中药

材种植面积已达 8711.3 亩，黄连、天麻、绞股蓝等道地药材
不仅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更让昔日的闲置山地变成了
“聚宝盆”，为绿色经济打下了坚实根基。

在曙坪镇的产业版图上，中药材不是唯一的亮色。 特色
种养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活力。 安坪村的烤
烟地里，宽大的叶片在风中舒展，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张诗成望着这片“金叶子”，底气十足地说：“今年收成错不
了，村民分红又能涨不少！ ”

从林下魔芋的茁壮生长，到袋料香菇的鲜嫩饱满；从鱼
塘里跃动的鲜鱼，到蜂箱中酝酿的甜蜜，多元化的种养模式
让曙坪镇的土地“物尽其用”。 这些充满山野气息的特色产
品，通过电商平台、线下商超等渠道走出大山，既丰富了城
市的餐桌，也充盈了村民的腰包。 特色种养不仅拓宽了增收
渠道，更让村民们在耕耘中尝到了生态与经济双赢的甜头。

曙坪镇的绿，不仅能“种”出财富，更能“酿”出诗意。 依
托秀丽山水和悠久的长寿文化， 康养旅游在这里焕发勃勃
生机。 飞渡峡 AAAA 级景区的溪流潺潺、瀑布叠翠，吸引着

游客来此“森呼吸”；联合腊味小镇景区里，地道的农家味与
民俗风情交织，让人感受乡村的烟火气；大圣寨的古朴、代
安河温泉的暖意、林河爱情谷的浪漫，每一处都诉说着曙坪
镇的独特魅力。

在这里，游客可以走进中药材基地，体验采摘乐趣；可
以入住精品民宿，枕着星空入眠；可以品尝用本地食材烹制
的长寿宴，感受“药食同源”的智慧。 康养旅游的兴起，让村
民们吃上了“旅游饭”，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产品变成旅
游商品，绿水青山真正化作了带动增收的“金山银山”。

在曙坪镇，绿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方
式。 从政府引导到村民参与，绿色理念已深植人心，成为乡
村振兴的“根与魂”。

如今的曙坪镇，山愈青、水愈绿，村民的笑容愈灿烂。 中
药材田的绿意里，藏着增收的希望；康养旅游的烟火中，飘
着幸福的味道；特色种养的蓬勃势头里，透着乡村的活力。
在这片秀丽山水中，曙坪镇正以绿色产业为笔，持续描绘着
农民富、生态美、乡村兴的壮美画卷。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 盛夏时
节，石泉县 3000 多亩黄花菜迎来采摘期，村民忙
着采摘黄花，企业也在大量收购，为生产加工黄
花菜系列产品储备原料。

在饶峰镇蒲溪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连片的
黄花菜随风摇曳，泛起金黄的波浪。 由于黄花必
须赶在完全绽放前采摘， 盛花期用工需求激增。
家住附近的村民一大早就来到地里采摘黄花，手
脚麻利的一天能挣 100 多元。

饶峰镇蒲溪村从 2022 年开始种植黄花菜 ，

目前发展黄花菜 600 余亩，其中 300 亩已达到丰
产期，成为当地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的特色产业。

蒲溪村党支部书记彭宪平介绍说：“我们这
里采黄花菜的人均工资是 1.3 元一斤， 采摘期持
续一个多月。 今年黄花菜采摘总量大概能达到 6
万余斤，总收入在 16 万元左右，可带动全村 500
余人次就地就近就业。 ”

在喜河镇同心村， 村民也同样忙着采摘黄
花。 同心村通过“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流转 200 余亩土地种植黄花菜，并与
企业签订订单， 带动 40 余户村民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黄花采收期，安康正兴有机绿色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忙着收购加工黄花菜。 作为石泉县的黄花
菜产业龙头企业， 该公司共带动 20 余个村种植
黄花菜 3000 余亩， 生产的黄花菜系列产品年创
外汇 600 万美元。

黄洋河入选
省级幸福河湖

江口镇清凉音乐季
聚人气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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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东东村村云云上上音音乐乐公公路路

河河畅畅水水清清

收收购购黄黄花花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