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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

从一滴酒，认识一种文化；从一种文

化，了解一座城市。走进陕西泾河酒业有

限公司，仿古建筑群让人眼前一亮，不仅

凸显了陕西民俗，也体现了品牌悠久的历

史感。

泾河酒业始建于1969年，至今已有50

多年历史。企业集白酒研发、生产、展示销

售为一体以及融入酒文化传承、制酒体验、

非遗展示等旅游元素，延长产业链条。

“我们开发了研学旅游这一板块，为更

好推广悠久的泾河粮液和泾阳酒文化作贡

献。”该企业质检部主任梅宁介绍。

与泾河酒业相隔不远，一座通体白色

且是水滴形状的建筑物时尚又吸睛，这是

“大秦之水”的生产基地。

秦山泾水，逶迤千年。在关中八水中，

以泾利最著。现如今，大秦之水的水源加

工厂设立在泾阳，水源地位于郑国渠遗址

张家山风景区，水中富含锶、镁、钙等多种

矿物质，为其“振翅高飞”奠定了基础。

“大秦之水是‘十四运’独家官方指定

用水，并为延长石油、陕旅集团等大型国

企制作独家定制水，也登陆西安高铁及

“绿巨人”所有线路销售，可以说大秦之水

已走向全国。”陕西水务“大秦之水”负责

人马晓鹏说。

此外，陕西水务“大秦之水”也积极开

展研学旅项目，打造的“秦兵小将：绿色生

命之源工厂探秘之旅”已成为绿色公益研

学名牌活动。

“我们将工业企业资源进行整合，打造

特色工业旅游，进一步弘扬企业品牌，让更

多人看到工业发展的‘样板’，丰富文旅产

业形态。”焦政说。

村兴路美，引流聚客。泾阳县推动全

域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历史与现

代交融，文化与产业同在，全面激活青山绿

水，让群众和游客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

得感、幸福感。

陕西泾阳：

农文旅农文旅““融融””出乡村振兴好光景出乡村振兴好光景
申轩铭 农业科技报记者 谷幸 陈萍

5 月 10 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
布关于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认定名单，
泾阳县成功入选。

咸 阳 市 泾 阳 县 是 中 国 大 地 原 点
所在地，西安半小时经济圈，交通区

位优势明显，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产业特色明显，更是一片红色热
土。这为该县打造全域旅游奠定了
有利基础。

生态游、红色游、乡村游、工业游

……泾阳县将山、水、茶、农、商“五大文
化”根植于全域旅游发展中，精心推出了
一批具有泾阳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旅游线
路，“全域旅游 全景泾阳”的发展格局日
渐清晰。

2017 年，随着《那

年花开月正圆》电视剧

的上线，让泾阳县安吴

镇安吴村走进大众视

野，吸引了不少外地游

客前来“打卡”。安吴村

火了……
走进安吴村，会发

现不仅有传奇色彩的吴

家大院，更有“红色记

忆”里的安吴青训班。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打扫

地清爽整洁，展现出一

幅美丽乡村新画卷，让

前来旅游的游客尽享农

家别样美景。

泾阳县是一片具有

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坐落于此

的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

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基

地，被誉为“革命青年的熔炉，青

运史上的丰碑”。2016年，作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青训班

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名录。

近年来，安吴村充分挖掘安

吴青训班红色资源，探索“红色旅

游+教育”发展新路径，让游客在

红色旅游中感受革命历史文化。

今年五一期间，安吴青训班景区

接待游客0.8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160万元。

深挖“红色富矿”，助推红色

旅游“亮起来”。安吴村打造出

集“吃、住、行、游、购”为一体的

乡村休闲假日游，通过带动附近

农家乐和土特产品销售，拉动群

众收入，实现了农田变产区、村

庄变景区，为乡村振兴按下“升

级键”。

“过去一直在外打拼，不能好

好顾家，现在村上的旅游发展起

来了，我就回村开起了餐饮店接

待外地游客，这日子是越过越红

火了。”安吴村村民郑笑说。

夏日里，走进郑国渠旅游风景区，景在

山中，人在画中。龙须瀑、孔雀湾、黑沟、浮

云台……绿树、碧水、青山、蓝天的结合，犹

如走进一幅“山水画”。

郑国渠，被誉为“天下第一渠”，是战国

时期秦国兴建的一项大型灌溉工程，是古代

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2016年郑国渠申遗

成功，成为陕西首个灌溉工程遗产。从此，

一张世界级的“金名片”在泾阳县熠熠生辉。

凭借泾河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泾阳县招

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温州人赵良妙的

目光。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开山凿

路、开发景区。在2017年，郑国渠旅游风景

区一期项目建成并投入试运营。一经投入，

游客纷至沓来，知名度连年攀升。“旅游开发

没有回头路，一旦哪里做

不好，就没有办法再恢

复，要做就做到最好。”赵

良妙说。

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泾阳县用

好世界级金字招牌，精

心奏好生态+旅游“二

重唱”，助推泾阳生态

游步入快车道，努力实

现了从守好绿水青山向

赢得金山银山的提升。

今年五一期间，郑国渠旅游风景区共接

待游客达 6.0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110.5万元。

如今，郑国渠旅游风景区已跻身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生态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作

用和成效愈加明显。

“现在这王桥镇的街道，是又亮堂又干

净，晚饭后带着孙子遛遛弯，心情都是舒畅

的。”家住泾阳县王桥镇街道的赵国民走在

改建后的街道上，感触颇深。

白天漫步在王桥镇街道，屋檐下挂满

仿古宫灯，一排排商户门头换上“新装”，白

墙青瓦下，整齐排列的红棕色立柱、休息

座，更显独树一帜。夜晚，霓虹灯勾画出的

建筑轮廓和街景夜色，让王桥镇街道别具

一番韵味。

让 乡 村

有“颜值”、有

“价值”。“道路

宽阔了，门口

宽敞了，生意

都变好了。”商

户蔡玉麒夸起

王桥镇街道的

改建，不由得

竖起了大拇指，点赞环境持续变好。

2022年1月，王桥镇街道启动环境提

升综合整治项目，涉及立面整治、道路提

升、绿化景观、雨污分流、强弱电整治等工

程，有力地提升了王桥镇的整体形象，改善

了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对王桥发展全域旅

游产业、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

极作用。

“借此项目，王桥镇要围绕全域旅游示

范镇建设，打造泾阳全域旅游西门户，推动

全镇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争做乡村振兴样板

镇，争当全域旅游排头兵。”王桥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焦政说。

让传统“山水画”动起来

激活乡村经济“一池春水”

擦亮研学旅游“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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