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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环绕，风景秀美。连日来，在丹凤
县竹林关镇，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在竹
林关水街尽头进行民宿改造。目前，竹林
关水街民宿主体改造基本完成，原本墙体
破烂、楼顶掉渣的土房子已经焕然一新。
干净整洁的墙面，新型材料的吊顶，清新雅
致的院落，给人眼前一亮。如今，房后有
山，门前有水，一幅穿越百年的农家山居图
映入眼帘。

“竹林关水街民宿依托废弃的农户老
房改造，民宿占地面积 2000 多平方米，总
投资120多万元。民宿建成后可提供10多
个就业岗位，并将带动农副产品销售等业

态发展。”竹林关村党支部书记徐海林说。
竹林关村东街居民李淑珍是民宿产

业和乡村旅游的受益者，她高兴地说：“我
家水街尽头的破烂土房，以每年 2000 元
租金出租，目前签订了 6 年合同。不说钱
多钱少，就凭人家给维护维修，给翻新装
修，我就特别满足。我家新房建好后，老
房子没人住，放在那儿风吹雨淋的，再没
人管就该倒塌了。疫情 3 年，各行各业都
受到影响，今年国家提倡热热闹闹迎新
春，竹林关桃花谷 3A 级景区作为开春后
第一个全面开放的景点，请来了剧团和导
演策划了一场视觉盛宴，微信视频号、抖

音上的宣传更是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感
觉繁荣的竹林关老街又回来了，我新开的
小商店也跟着沾了光。”

竹林关村中段居民丁小峰边收拾门前
的杂物边说：“政府发展全域旅游，把各家
各户各条小巷都当景点打造，我趁着这大
趋势，发挥我装修工的特长，民宿改造期间
我挣了几千块的劳务费。现在家家户户门
前都很美，自己住着舒心，游客看了也喜
欢。咱收拾得美美的，让游客今年来了明
年还想来。”

今年以来，竹林关镇立足区域资源禀
赋，统筹经济和生态目标，持续推进全域

旅游，积极探索创新“政府引导+村集体
提供资源+企业建设运营”的开发模式，
采取自营、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盘活农
村闲置宅基地和房屋，把民宿当作全域旅
游的一个“拳头”产业，编制《民宿产业发
展规划》，积极打造“桃源胜地·深呼吸庭
院”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迅速发
展。目前，该镇打造有桃花谷七贤山庄

“邻家特色”小院、窑沟半山腰“炊烟袅袅”
民宿集群、中心水街“古今融合”民宿集
群、南院村“悠远恬静”等 4 个民宿集群，
不断探索丰富民宿文旅消费新业态，助推
全域旅游蓬勃发展。

““ 沉 睡 老 宅沉 睡 老 宅 ””活 起 来活 起 来
本报通讯员 朱珍珍

民宿既是旅游产业发展成熟度的重要
指标，更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柞水阳坡院子和西坡
秦岭、商南暮光山院、洛南溪乐谷、山阳丹
青吊脚楼、丹凤花筑荷塘畔等民宿或民宿
集 群 42 家 ，客 房 总 数 超 1500 间 ，床 位
2200 多个。全市现已评定市级精品民宿
9家，特色民宿 16家，商洛民宿产业发展已
经走在全省前列，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发展民宿
作为打造康养之都的突破口，结合秦岭山
水乡村建设，将民宿作为打造中国康养之
都的“三大提升工程”之一予以重点推进。

《商洛市“十四五”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将民
宿作为一种重要产业纳入规划，先后出台

了《关于促进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商洛
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商洛市民宿评定标
准》等，推动民宿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

我市坚持把发展民宿作为助力乡村
振 兴 的 先 行 地 ，以 开 展“ 两 改 两 转 三 促
进”行动为契机，将乡村闲置土地、林地、
宅基地、农房等资源装入乡村新经济组
织，再通过长期租赁、入股合作、委托运
营等办法，与有实力、有能力的投资运营
企业合作，大力发展民宿、共享小院、乡
村度假酒店等业态，促进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柞水县“终南宿集”
已经建成西坡秦岭、尚隐、阳坡院子、南
山庭院等民宿集群，形成 185 间客房的
接 待 能 力 ，年 可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100 万
元，吸纳群众就近就业 200 人，带动群众

年人均增收 2000 元。
围绕地方独特资源，全市坚持把发展

民宿作为彰显文旅特色的关键点，将民宿
业与旅游景区、森林康养、山水风情、节会
经济等相关产品深度融合，打造了以暮光
山院为代表的景区依托型、以天竺山养生
度假小镇民宿为代表的森林康养度假型、
以童话谷创意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休
闲型等多种特色发展模式。注重差异化
建设，既打造有中式风格的阳坡院子、望
山居、马房子，也有欧式风格的 97 号驿
站、溪畔等，还有现代风格的丹青吊脚楼、
白羚牛等民宿，秦岭康养清凉之旅等 4 条
串联民宿的旅游线路已经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

我市坚持把发展民宿作为提升文旅

品质的立足点，坚持以创促建，推荐申报
甲级、乙级民宿 3 家，评定市级精品民宿 9
家、特色民宿 16 家，并在每年举办商洛市
精品（特色）民宿授牌仪式集中授牌；引进
携程、陕旅集团、陕西水务集团等专业机
构参与丽呈别院、鱼岭水寨民宿的运营管
理，提升游客满意度和市场效益，民宿产
业产值同比增长 31%；紧盯“双对标、双
50”战略要求，以迎“五一”旅游高峰和西
商城际列车开通为契机，在西安市策划开
展了康养信息发布会、民宿专场推介会等
系列活动，开通西安-柞水、西安-镇安和
西安-商南定制旅游专列，吸引更多西安
市民来商洛康养度假。今年前 3 个月，西
安来商洛购房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超 4500 万元，同比增长 193%。

我 市 民 宿 产 业 悄 然 兴 起
本报通讯员 孔德兴

本报讯 （通讯员 马 瑞 周 珊 代绪刚）为助
推“生态茶城”建设和“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4 月
20 日，商南县试马镇举办第 17 期青年干部作风能力提
升培训班，邀请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一级茶艺技师、商
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限公司茶艺培训师段思思为全镇
35岁以下年轻干部现场授课。

段思思围绕茶发展史、商南茶产业市场定位、茶文化
基础知识、茶故事等，为大家讲授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的一堂课。在操作环节，段思思现场示范茶礼仪与冲泡
茶技巧，学员们兴致勃勃地学习。她还演练取茶、泡茶、
倒茶、分茶，指导大家体味茶的色味形韵。这次培训提升
了年轻干部对茶文化内涵的认知，让大家了解了六大茶
类以及各类茶叶的特点，初步掌握了储存方法和冲泡技
巧。大家表示，将按照全县茶叶发展思路，做足茶产业

“三提升三延伸”文章，努力做茶文化的传播者、讲解者，
进一步擦亮试马“秦岭北茶小镇”名片，竭力推动试马镇
由产茶大镇向茶业强镇的转变。

举办培训班 传播茶文化

近年来，镇安县达仁镇将茶产业作
为富民强镇的头号工程来抓，着力在扩
规模、强管理、提品质、育龙头、创品牌、
促融合上下功夫，将茶产业推向绿色、高
效、可持续发展方向，把小茶叶做成乡村
振兴的大产业。

达仁镇地处秦岭腹地，有着悠久的种
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刘氏家族迁种第一棵茶树，距今
有近 400年历史。

达仁镇夏无酷暑，冬少严寒，利于茶树
吐翠，加之全镇高达 85%以上的森林覆盖
率，为喜阴的茶树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
穿行在达仁镇高山茶园间，云雾缭绕，层峦
叠嶂，森林葱郁，充满勃勃生机。

据达仁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干部高翰
轩介绍，达仁镇
秋季温度适宜，
昼夜温差大，利
于 茶 树 的 养 分
积 累 。 到 了 春
季 ，气 温 回 升
快 ，茶 芽 萌 发
早 ，土 层 深 厚 ，
有 机 质 含 量
高。众多因素，
使得达仁茶产品
具 有 茶 味 浓 醇
厚、香气浓郁以
及滋味鲜爽、品
质独特的特点。

近年来，达
仁镇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从茶区规划、茶树栽培、茶园
管理到生产加工及产品包装运输等，均采
用无公害茶生产管理技术和措施，真正让
绿色生态成为达仁镇茶产品最鲜明的标
识。截至 2022 年底，全镇茶园面积达 7.1
万亩，茶叶产量达 280 吨，茶叶产值 1.5 亿
元。2019 年，达仁镇象园茶被列入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品牌是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提升茶产
业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抓手。达仁镇一方面
苦练茶产业内功，生产“干净放心茶”，另一
方面也注意茶叶品牌的打造与提升，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创新驱动、提升质量，融合发展、联农带
农”的原则，做优茶品质、做大茶产业、做强
茶品牌、弘扬茶文化、拓展茶市场，不断增
强达仁镇茶产业核心竞争力。目前，达仁
镇茶叶产品已注册“栗乡·缘”“岭南绿源”

“象园”“黄龙泉”“林叶之华”等商标，开发
了“青茶”“碧螺春”“白云”“山珍”“象园雾
芽”等产品。达仁镇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镇”“一镇一业”等殊荣。

日前，站在镇安县绿晟茶叶有限制责
任公司水肥一体化茶叶基地的山顶，目之
所及皆是青翠的茶园，一行行茶树此起彼

伏，犹如一条条绿带布满山间，几十名茶农
正在茶垅间忙碌地采摘今年的春茶。

“三四月份家里的农家活少，我就和
几个同村的一起过来采茶，手脚快的话
一天能挣两三百块钱。”达仁镇玉泉村村
民郑传利说。

“茶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给周
边村带来了巨大用工需求。”达仁镇象园
村党支部书记刘道俭说，“每年到了春茶
采摘季节，仅我们一个村就能吸纳外地劳
动力三四千人。”

每年春茶采摘期间，从四面八方来到
达仁茶园踏青的游客不在少数。在镇安县
绿晟茶叶有限制责任公司生态茶园，除了
采茶的茶农，上山踏青的游客也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线。

达仁镇镇长吴丰博说：“从到茶叶采
收再到乡村旅游，逐步形成了登茶山、游
茶园、住茶社、听茶歌、品茶饭、赏茶艺、
购茶叶‘七茶迎宾’茶旅融合体系，茶农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近年来，达仁镇深
入实施产业增效工程，精心做好绿茶、红
茶、白茶、黑茶、黄茶‘五朵金花’茶产品，
不断延链补链强链茶产业，实现了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茶 旅 融 合茶 旅 融 合 致 富 路 宽致 富 路 宽
本报通讯员 邹大鹏

春日渐暖，群山泛青。连日来，山阳县西照川镇黄泥河村瓜
蒌基地里，随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他们栽桩、铺网、搭架、除
草、种苗，呈现出一幅春耕图景。

“眼前看到的这些，只是我们今年新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村
现在的产业大着呢！”黄泥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明海说。

瓜蒌，又名栝楼、吊瓜，是一种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有很强
的药用价值，具有清热化痰、利气宽胸、散结消痈的功效。瓜蒌
产业是去年山阳县人民检察院派驻黄泥河村驻村工作队同村

“两委”在对市场做了充分调研后，在西照川镇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通过招商引进企业投资发展起来的。同时，创新探索出
了“主体经营+土地入股+农户托管+企村分红”的联农带农机
制。去年，村上试种 300 亩，获得很大成功，直接带动当地群众
345 人通过土地入股、基地务工、农户托管等方式实现人均年增
收 2000元以上。

据介绍，推行的联农带农新机制“一业惠三方”，即农户、村
集体经济和企业三方每年都可以持续获得收益，辐射带动周边
650 户农户发展中华蜂养殖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到年底集
体经济增收可达 6万元以上。

尝到甜头后，黄泥河村今年又以企业带动、集体经济种
植、农户自主种植等方式新发展瓜蒌 200 亩，辐射带动周围村
大力发展瓜蒌产业，今年全镇发展瓜蒌 2000 亩。村上借助瓜
蒌优势，指导、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目前，黄泥河村
庭院经济初具规模，已引导 65 户农户发展中华蜂 400 多箱。
该村结合村内现有产业及土地优势，在坡地发展中药材，在平
地种油料作物和农作物。村上确定了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

“一种二养三劳务”的致富思路，确保全村 90%以上的农户“有
项目、能见效，有收入、能致富”。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壮大、升级、
优化产业，持续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让‘小瓜蒌’成就乡村
振兴‘大梦想’。”黄泥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明海说。

瓜蒌产业有“钱”景
本报通讯员 许 鹏

“曹师傅，你带领群众种植猪苓致
富的事情都上电视啦！能不能让我也
跟着学技术？”4 月 13 日一大早，马鹿
坪村村民李长茂来到三合村曹根劳家
门口，满怀期待地问。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李长茂
高兴地说：“现在，我就跟你一块去地
里学习种猪苓。”

山阳县两岭镇三合村位于秦岭山
脉流岭流域，属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今年 3 月，三合村村民曹根劳带
领群众种植猪苓致富的事迹被媒体报
道后，十里八乡的群众隔三岔五来找
曹根劳请教技术、询问市场前景。

“我最喜欢种的中药材就是猪苓，
一次种好，不用除草、施肥、赶野猪，3
年后采挖，这是个懒产业。”说起猪苓
种植，曹根劳滔滔不绝，“猪苓是多孔
菌科多年生真菌，生于地下，有利尿、抗肿瘤、抗肝损伤等作用，
近几年市场行情很不错。”

“说是懒产业，但技术含量可不低，我跟着曹师傅学了 3 年
哩！”家里种了 10 亩猪苓的三合村村民王小龙说，“人工栽培猪
苓最重要的就是选地，要从地形、地势、植被以及土壤等多方面
进行考虑，还要选择合适的菌柴、菌核、菌种，这样才能获得高
产、优产的猪苓。”

10 多年前，还是年轻小伙的曹根劳在外工务返回家乡后，
面对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劳动发起愁：如何在山沟沟过上富裕
的闲日子？养蜂、贩药、学木匠、当村干部……农村各类行业他
都干了个遍，最终选择种猪苓。经过 6年摸索学习，人工栽培猪
苓大获成功。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瞄准“懒”产业的曹
根劳带领群众成立了家兴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他让群众在合
作社务工，免费给大家教技术。而曹根劳则把更多精力放在
关注市场上。

刘家喜是家兴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长期务工人员，他除了
每个月在种植基地打工的 2500 元收入外，还种了 7 亩中药材，
一年收入 7万元左右。

近年来，两岭镇三合村采用产业联农带农，对农户分层分
类、精准施策，采取自主发展、基地务工、土地流转等方式促进群
众增收，将 15名党员培养成懂技术、会营销的“土专家”，带动全
村 280户群众种植中药材 1000亩，实现户均年增收 1.2万元。

看似普通的“懒”产业，一头连着乡村振兴，一头连着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去年年底，种植户刘晓华家里添置了一辆小轿车。今年开
春，他就在为猪苓选材忙碌。他说：“猪苓变成致富宝，让我看到
希望，感受到了幸福。”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中药材资源，向广度深度进军，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扶持产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社产业升
级，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岭镇党委书
记虞华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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