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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乡村 ]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
以来，商南县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机制，持续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

商南县创新管护机制，指导各镇办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农村改厕、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设备和村庄保洁等一体
化运行管护机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管护调研，总结推广经验模
式。推进市场化运营，探索建立污水垃
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完善财政补贴和
农户付费合理分担机制，宣传推广典型
经验和做法。积极引导村级自治组织
及广大群众全程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鼓励将村庄环境卫生等要求纳
入村规民约，对破坏人居环境行为加强
批评教育和约束管理，增强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意
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支持农
民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依法成立各类农村环保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服务
组织，积极承接本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后续管护等工作。扎实开展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机制。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塑造文明乡风、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等方面积
极作用，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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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阳县城以西，坐落着一个宛如
太极图的独特村落，山和水在这里有机
融合，宛然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群山
环绕，绿水叠嶂，千亩荷塘，百亩稻田，
阡陌纵横，绿树成荫，白墙青瓦，袅袅炊
烟，片片浮云……对大多数游子来说，
这就是故乡的模样，就是家的味道，这
里的美，美在田园，美在乡土气息，美在
原汁原味。

这里便是周边小有名气的“网红”打
卡新高地——色河铺镇陆家湾村，山阳县
城及周边集镇的游客纷至沓来，只为一睹
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芳容。沿着水阳高速一路西行 15 公里，
从色河铺高速路口下，依山顺河向西北方
向转两个大弯就到了这里，全村由六道湾
组成，色小公路、色小河流穿村而过，迂回

形成了这一湾山水、一湾田园、一湾人家、
一湾故事。

“故事要从 4 年前说起，在我最困难
的时期，多亏了苏陕协作扶了我一把，才
让陆家湾九眼莲这个有 500 年种植历史
的特色产品在我手上传承并发扬了出
去。”村致富带头人、千亩荷塘经营人陆德
春神采奕奕地说，“我还尝试了 80 亩的藕
田养鱼，鱼吃杂草与昆虫，鱼粪回田肥藕，
鱼藕共生，生态有机，游客来了还可以体
验藕田垂钓、黄桃采摘、大棚采摘等农旅
项目。”

农业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网
红打卡……这些前卫的概念，在苏陕协
作项目落地陆家湾后，已经从纸上的规
划变成了眼下的现实。2022 年，陆家湾
村获批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市级苏

陕协作示范村“双料示范村”，在色河铺
镇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围绕“荷香
陆家湾，打卡新高地”的定位，规划创建
3A 级旅游景区 1 个，依托“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的途径，政府主导建设游客服
务中心 1 处，苏陕协作项目扶持建设景
区产业观光环线 1 条 2.6 公里、核心区
民居改造 50 处，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筑巢引凤”招商旅游开发企业规划
投资 8660 万元高标准打造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项目 1 个。

现在的陆家湾，时常可以看见三五
成群的游客在荷花池旁拍照留影、10 多
名好友架起烧烤炉在水边休憩、数名主
播操作着无人机鸟瞰着这钟灵毓秀的

“新网红”……随着苏陕协作示范村的持
续推进，陆家湾村陆续建成了大棚采摘

基地 80 亩、黄桃采摘园 80 亩、稻油轮作
基地 300 亩等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了春
赏油菜、夏采黄桃、秋品荷花、冬尝莲藕
的四时之景。

“ 通 过 政 府 引 导 、企 业 带 动 、苏 陕
扶持、群众参与等方式，陆家湾村已经
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的过渡。”色河铺镇镇长马蔷薇
说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我 们 依
托 陆 家 湾 的 资 源 优 势 ，因 地 制 宜 开 发
农 业 旅 游 ，通 过 创 建‘ 网 红 打 卡 地 ’拉
动 周 边 游 客 前 来 游 玩 ，带 动 当 地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项 目 建 成 达 产 后 当 地 群 众
将实现土地流转金、务工收入金、入股
分 红 金 、公 益 岗 薪 金 、产 品 销 售 金 、三
产服务金等六方面增收，达成‘一湾清
水生六金’的目标。”

荷香陆家湾 打卡新高地
本报通讯员 和雨晨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初秋时节，走进镇安县西口回族镇程家川，络绎不绝

的游客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湖光山色，品尝鱼、虾、蟹、稻

的鲜美，这个原本荒芜的小山坳俨然成了秦岭大山深处的

一颗明珠。

西口回族镇青树村程家河沿线因其特殊的自然禀

赋，贡米、水产、板栗、核桃、香椿、木耳、高山有机蔬菜等

有着悠久种植养殖历史，但因其地处偏远，加上没有销

售渠道，它们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造成了资源浪

费。今年以来，该镇抓住苏陕共建园区机遇，大力引进

江苏中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将这些农产品加

工成半成品，直接输送餐饮企业，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在已建成的十里鱼舫垂钓体验区，鱼舫负责人石

学武望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脸上笑开了花：“我都没想到

养鱼还可以这样搞，来耍的人先钓鱼，再在我这吃鱼，

最后再住上一晚上，收入比单纯卖鱼多多了。”

浓厚的负氧离子、随处可见的富硒山泉、回汉融合

的独特环境……造就了程家河沿线得天独厚的康养优

势，在南京专家的积极建议下，当地政府依托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以农旅融合为切入点，积极打造生态休闲

养生、山水田园风情、冷水鱼及小龙虾垂钓、休闲民宿、

中医康养馆等为一体的特色农旅康养融合基地，将产

业发展与生态旅游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

济发展，促进了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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