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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岚皋以生态旅游陕西岚皋以生态旅游
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

4月 1日，陕西安康“牢记
嘱托担使命 踔厉奋发向未来”
系列新闻发布活动在岚皋县
举行。岚皋县委副书记、县长
魏小林讲到：该县坚持以生态
旅游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紧
扣“统、谋、建、融、热”五字要
诀，大力实施“六大工程”，实
现岚皋旅游关注度、人气火爆
度、对外知名度、游客美誉度

“四个大提升”，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稳居全市第一方阵，全省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排
名前进13位。

实施星月工程，打造生态
旅游升级版。该县坚持县级主
抓“月亮工程”、各镇主抓“星星
工程”，聚力推进“一厅两院、三
山四湖、六草原八示范”建设，
基本解决了各镇能吃能住能玩

问题，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

实施畅通工程，跑出旅游
振兴加速度。该县按照“打通
外循环、畅通内循环、联通微循
环”的思路，精心编制“十四五”
综合交通规划和旅游公路专项
规划，初步构建了“快进慢游”
交通路网。

实施味道工程，培育文旅
消费增长极。该县开展“岚
皋味道”延链补链强链行动，
推出了一批特色小吃、岚皋
味道菜系，建成县城河街、四
季“杨家院子”等一批消费聚
集地，开发魔芋、预制菜、烤
酒 等 各 类 旅 游 商 品 9 大 类
130 余种，打响了“秦巴美食
之乡”品牌。

实施人才工程，做强旅游

发展软支撑。该县多管齐下
“引才”，招引旅游人才18人、归
雁人才22人投身旅游发展主战
场，邀请中省知名专家20余人，
组成旅游发展智库。多措并举

“育才”，培养了旅游人才11人、
涉旅市场主体110余人，形成
了文艺、宣传、工匠、服务四支
大军。

实施文艺工程，赋予生态
旅游新内涵。该县依托本土移
民文化、农耕文化、巴人文化，
创新“非遗+”活态传承模式，深
化新民风建设，塑造了孝悌、勤
劳、诚信、好客“四美民风”。

实施营销工程，提升岚皋
对外美誉度。该县坚持内宣外
宣齐发力、线上线下一起上，全
面扮靓了“巴山画廊·富硒之
乡·好客岚皋”金字名片。

4 月 2 日 ，在 陕 西 省
大荔县两宜镇丰润村温
室大棚内，村民正在采摘
樱桃。

目前，两宜镇大棚樱
桃陆续上市，每公斤价格
在 140 元左右。全镇已建
成温室大棚樱桃 4000 余
亩，预计年产樱桃 500 万
公斤，产值达1.5亿元。

李世居 朱妍彰 摄

本报西安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靳民）4月7
日，陕西省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在周
至县召开2024年果园套种粮食作
物推进现场会，积极探索推广“果
粮套种”新技术，促进该市农业高
质量发展。

现场，周至县安排了周至县
果粮套种有关工作，西安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专家就果粮套
种技术进行了培训。西安市农业
农村部门要求，各区县、开发区、
各镇(街)要切实把抓好粮食生产
作为“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谋
划推动粮食生产，确保底数清、进
度明、工作实，把粮食安全这一政
治责任扛稳扛牢。要采取有力举
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
粮食生产，做到耕地种植优先序，
按照粮食、油料、蔬菜的先后顺序
组织好农户种植，保证划定的永
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
产。要加强果园套种研究，充分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科技人员
要开展试验示范，统筹谋划，充分
发挥种粮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
大户等主体作用，做好示范引领
带动，要坚持农机农艺融合、良种
良法配套，推动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经营规模化，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采取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多渠
道多形式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提
高种粮比较收益。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
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 通
讯员 杜海燕 齐兴贵）人勤春
来早，春耕正当时。眼下正是
食用菌种植的关键时期。在陕
西省镇巴县泾洋街道办蒿坪子
村的山坡上，村两委、驻村干部
及村民正有条不紊地栽种椴木
香菇、木耳。

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
带。前些年，尽管蒿坪子村有
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农户也有
种植椴木香菇、木耳的习惯,但
都是“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成
熟的经验和技术。近年来，蒿
坪子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立足自然资源和
区位优势，强化特色产业支撑，
通过科技下乡助农活动，推动
该村食用菌产业大力发展。截
至目前，该村拥有椴树香菇
1000余架、椴树木耳600余架，
年产量达6000公斤左右，总产
值50余万元。

稳定的经济收入，调动了
群众发展食用菌种植的积极
性。蒿坪子村村民王大爷说：

“我就住在村委会附近，这几天
家里的农活差不多干完了，村
支书在微信群里说有活儿我就
来干了，一方面务工工资能补
贴家用，另一方面这里人多热

闹，也能散散心。”
据悉，近几年来，蒿坪子村

发展食用菌种植，每年可以带
动群众用工100余人，人均增
收2000余元，在实现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帮助附近
群众实现“挣钱、务农、顾家三
不误”。

下一步，泾洋街道办将通
过村集体示范、招商引资、大户
带动等方式不断壮大食用菌产
业，有效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产业
发展成为撑起乡村振兴的一把

“致富伞”，让村集体经济“破茧
成蝶”，实现质的飞跃。

本报延安讯（李进 张敏 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小雄）3月20
日，记者来到位于陕西省洛川县凤栖街道
谷咀村的草莓采摘园，只见一垄垄鲜红的
草莓个大饱满、长势喜人，浓郁的香甜气息
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

“我这个草莓棚占地6亩多，主要品种
为红颜、白雪公主，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口味需求。”草莓种植户张桃英说，目前头
茬草莓已经成熟，按当前的市场行情来看，
亩产值最少在3万元左右。

一颗颗草莓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
子”，也成为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金钥
匙”。

“在草莓园干活，离家近，能照顾家
庭。”村民党育红一边采摘一边高兴地说，
没有农活时，他就到草莓大棚当采摘工，一
个月还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

草莓的丰产丰收，让草莓种植户满心
欢喜，更激励了她加大投资的力度，为草莓
产业的长远发展注入动力。“接下来，我们
还将以草莓园为依托，带动旅游业，再配合
民宿、农家乐，放大‘草莓效应’。”谈及未
来，张桃英信心满满。

陕西镇巴：小菌菇释放乡村振兴大“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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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川：

大棚草莓喜丰收
映红“莓”好致富路

樱桃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