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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27 日，农业科技报社全媒体记

者采访团来到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

丝银坝村和后柳镇中坝村采访，如同走进

了乡村特色游绘就的振兴新画卷。

在两天的采访中记者看到：当地农旅、

文旅等多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如

火如荼，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诗如画

的乡村美景尽收眼底，乡村特色旅游魅力

四射，引来八方游客观光体验，乡村旅游产

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新引擎，有效引领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陕西石泉：乡村特色游绘就振兴新画卷
通讯员 许兵 农业科技报记者 王革委 胡润田 视频 李贤淑

从石泉县城沿着汉江南下，过了

后柳水乡，在去中坝大峡谷景区的途

中，记者看到了以七十二非遗传统手

工作坊而闻名的中坝作坊小镇，如今

这里更是成为了热门研学基地，吸引

了各地学生来此学习、了解、体验陕南

非遗文化，让学生和游客们在“行走的

课堂中”汲取知识、提升技能，共同感

受非遗文化带来的乐趣和魅力。

中坝村位于后柳镇东南11公里

处，油坊、酒肆、铁匠铺等传统作坊在

当地都有清晰的历史记忆。“中坝作坊

小镇是依托非物质文化，以及利用移

民搬迁安置点闲置房屋，来打造的手

工作坊，现在已集休闲旅游、研学游、

团建拓展、各种美食体验功能于一

体。这些工坊主要有手工芝麻糖、活

字印刷、扎染、木工坊等，还有我们当

地小吃，如糍粑、豆腐、鼓气馍等。”中

坝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胡兰英

介绍说。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中坝村以非

遗文化为主题，结合陕南民间手工作

坊技艺，融入现代元素，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打造72家不同业态的手工作

坊，以传统手工作坊为核心，集传统手

工业继承、传承及展示、体验于一体，

兼具旅游、休闲、观光、养老和现代农

业生产等功能。手工芝麻糖作坊女主

人邓国红是中坝村一组村民。中坝作

坊小镇刚刚建成试运营的时候，她就

在小镇里办起了手工作坊制作手工芝

麻糖并供不应求。

“一扇天下”作坊的女主人叫李

宗琴，作坊里制品种类多样，有蚂蚱、

蝎子、竹蜻蜓、竹篓、粽扇等。李宗琴

是中坝村人，出嫁外地后听说家乡建

起了72个作坊，于是返乡开了手工

作坊。除了自己编棕扇，李宗琴还把

编棕扇的手艺无偿传授给乡亲们。

乡亲们编好后由她回收销售，既传承

了手艺，也为乡亲们增收找了一条新

路子。

中坝村还以电子商务为纽带，将

72家店铺打造成“线上+线下”体验

馆，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工坊近千种陕

南原生态农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打通产品销售渠道。依托本地绿水青

山和田园风光，围绕两湖建设千米概

念水街、瓜果采摘园、帐篷营地、水上

娱乐、巴少山寨部落、荷花塘花海、休

闲民宿等项目，形成了吃住行游娱养

全要素的旅游

目的地。

中坝村通

过打造作坊体

验小镇，留住了

过往的游客，让

群众搭上了旅

游脱贫快车。

作坊小镇辐射

带动周边 8 个

村 600 余户群

众发展订单农

业，300余人依

托作坊小镇景

区的建设实现

就业创业。如今中坝村已经成为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省级旅游示范村，

中坝作坊小镇也先后入选世界旅游联

盟旅游减贫案例、助力乡村振兴全国

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案例、全国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

“这里是中坝荷花山居隐世民宿，

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近期是荷花

盛开的季节，早上可以看见远山的美

景，呼吸新鲜的空气；中午可以和家人

朋友聊聊天，欣赏荷花喝喝茶；晚上不

但可以听取蛙声一片，而且可以看到

美丽的星空。”胡兰英边走边介绍，还

向各地游客发出邀请。

“我镇将围绕‘生态水乡’做文

章，融合文化，走活乡村文旅‘一盘

棋’，调整结构，释放‘三产联动’协同

效应，做强配套，完善旅游公共服务

体系，让游客玩得有内容、吃得有特

色、住得有档次、忘不了‘后柳味道’，

留得下‘后柳印象’。”后柳镇人大主

席丁尧介绍说。

近年来，石泉县充分发挥县城核

心引领作用，协同推进东部蚕桑文化

体验区、西部休闲农业示范区、南部汉

江生态旅游区、北部森林康养聚集区

建设，先后建成国家旅游休闲街区1

个，国家4A和3A级景区各5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村3个、省级旅游特

色名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14个，形成

了多点开花、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描

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下一步，石泉县将立足县域旅游

资源禀赋和旅游产业发展趋势，紧扣

“山水田园、康养休闲”发展定位，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推进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推动全县生态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努力建设更高

水平的宜居宜业宜游美丽新乡村和美

好新石泉，聚力打造“中国石泉汉江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走进城关镇丝银坝村草池湾，这里的富硒

有机水稻和莲藕长势喜人。荷花盛开满池塘，

鱼儿欢腾嬉戏水，朱鹮和家鹅在田间共舞，白鹭

同野鸭于山际齐飞，共同谱就了一曲和美乡村

的隽永乐章。

丝银坝村草池湾距石泉县城5公里，是国

宝朱鹮的栖息地，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

富。“保护朱鹮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村民

周发奎的话也是全村人的共识。十多年来，村

民们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不使用化肥，

不使用除草剂，努力为这群吉祥鸟营造良好的

栖息环境。

朱鹮的落户同样也给草池湾带来了发展机

遇，草池湾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草

池稻香”有机稻米、“草池红粉”有机莲藕等农产

品品牌正在孕育成长。丝银坝村党支部副书记

刘辉介绍说：“草池湾田园综合体分两方面建

设，第一部分主要是有机水稻种植，第一期实验

已经非常成功；第二部分就是研学，现在主要是

小孩的研学，知农事、学农活、干农活！”

今年“五一”“端午节”假期，朱鹮小村——

草池湾田园综合体开始试运营，不少游客带着

亲朋好友来此品尝特色美食、参与田间劳作。

挖土豆，捉泥鳅，还有朱鹮与草池湾的故事，当

地村民的细心讲解，不仅吸引着孩子们，也吸引

着不少家长，孩子们在这里玩得开心，大人们也

在美丽恬静的乡村美景中得到了放松。

如今，草池湾茶空间、乡村生活博物馆、田

间课堂、青旅民宿、农家餐厅、乡村会客厅、山谷

剧场、非遗工坊等项目正在逐步落地。“下一步

我们主要是打造民宿，让游客住得下、玩得好，

也欢迎大家到草池湾来做客。”刘辉说。

丝银坝村在打响“生态牌”的同时，还按照

“预制菜加工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

植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集中流转土地，一方

面引入种植企业建成高标准预制菜种植基地，

另一方面精准对接加工企业强化“订单式”标准

化种植。2022年，全村种植羊肚菌400亩、紫皮

长茄320亩，辣椒、豇豆、贝贝南瓜100亩，基地

年总产值达1200余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就

业增收200余人。

“我们以石泉打造全域旅游发展为契机，

结合城关镇的区位优势，在丝银坝村草池湾打

造研学体验游，在珍珠河村打造十里桃花千亩

果园采摘游，在杨柳社区鲁家沟打造农家乐体

验游，以此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产业发展

的品质和效益。”城关镇党委书记何毅向记者

介绍道。

作坊小镇体验非遗魅力

朱鹮小村兴起田园研学游

游客在中坝村购买手工编制的棕扇游客在中坝村购买手工编制的棕扇。。

城关镇丝银坝村的富硒水稻长势正旺城关镇丝银坝村的富硒水稻长势正旺。。

中坝村荷塘民宿环境宜人中坝村荷塘民宿环境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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