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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走进洛南县
石 坡 镇 南 坪 村 ，文 化 长
廊、农家书屋以及墙上贴
的 村 规 民 约 一 一 映 入 笔
者 眼 帘 。 这 些 都 是 村 上
加 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阵 地 。 南 坪 村 位 于 石
坡镇东南 17 公里处，全村
13 个 村 民 小 组 ，总 人 口
1602 人 ，其 中 党 员 有 57
名。近年来，南坪村以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为根本，积极推进
文明村建设，持续深化文
明创建、文明培育和文明
实践，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取得实效。

南 坪 村 围 绕 干 净 街
路、干净广场、干净院落、
干净市场、干净河道、干
净乡村 6 个领域，坚持“支
部+党员+公益岗+农户”
的管理模式，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活
动 等 ，开 展 集 中 清 扫 40
余 次 、环 境 卫 生 消 杀 24
次 ，入 户 宣 传 80 次 涉 及
农户 400 余户，镇级督导
检查 10 次，交办问题 54
个，整改问题 54 个，大力
改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村 上 以 市 级 文 明 村
创 建 为 抓 手 ，建 成 了 南
坪 村 文 化 长 廊 、农 家 书
屋、道德讲堂、新时代文
明 实 践 站 等“ 一 廊 一 屋
一堂一站”，全年开办道
德 讲 堂 讲 述 孝 老 爱 亲 、
诚 实 守 信 、敬 业 奉 献 等
人物事迹 4 次，村民 1200 余人参与学习；开展理
论宣讲 20 余场，累计受众达 500 余人次；开展志
愿 服 务 活 动 12 次 ，有 效 引 导 群 众 在 服 务 社 会 中
锤炼思想，为乡风文明铸魂。

村上着力实施规矩引导，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建
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
禁赌会，并切实发挥作用。有效遏制婚丧嫁娶中大
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社会陋习，做到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或小办，树立文明节俭、健
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向村民宣传法律法规，让村民
学法、懂法，用法，引导村民远离毒品和赌博，为乡风
文明立规。

同 时 ，村 上 利 用“ 爱 我 洛 南 ”系 列 活 动 ，组
织 扭 秧 歌 、舞 狮 子 、戏 曲 演 出 等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特 色 文 化 活 动 ，不 断 丰 富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深 入 开 展 先 进 典 型 评 选 活 动 ，2023 年 评 选
道 德 模 范 3 人 、身 边 好 人 3 人 、星 级 文 明 户 7
户 、好 媳 妇 3 人 、好 公 婆 4 人 、五 好 文 明 家 庭 2
户 ，引 导 群 众 见 贤 思 齐 ，努 力 提 升 全 村 文 明 程
度 和 道 德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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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草莓都是刚从大棚里摘出来的，
你们觉得好的话，可以自己去采摘。”12 月
25 日，在商州区板桥镇两岔河村 307 省道
旁，高岁芳正向停车购买草莓的顾客介绍
果品情况，并邀请他们去自家的草莓大棚
体验采摘的乐趣。

43 岁的高岁芳是土生土长的板桥人，
1997 年初中毕业后，她在板桥镇一家理发
店里当起了学徒，并靠几年时间攒下了人

生第一桶金，开了一家规模
不 大 的 理 发 店 。 在 高 岁

芳看来，农村较为固定
的人流量只能勉强维
持 店 铺 运 转 。 2010
年，高岁芳又押上所
有 积 蓄 ，到 商 州 城
区 开 了 一 家 美 容
院，善于经营的她，
短短一两年就把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

自 己 创 业 赚 钱
了，可家乡还有很多

没 有 稳 定 收 入 的 乡
亲，高岁芳便萌生了带

领 他 们 一 起 致 富 的 念
头 。 高 岁 芳 是 这 样 想 的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2017 年 ，她 经 过 多 方 考 察 后 ，回 到
家乡开始种植起阳光大棚草莓。

“刚开始流转了一点土地，试种的是晚
熟草莓，上市较迟，效果不是很理想。”高岁
芳回忆道。

2018 年年底，随着黄沙岭隧道建成通
车，板桥镇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快捷
高效。加之这里水质好、阳光充足，种植的

草莓、甜瓜等水果口感极佳，很受顾客欢
迎，区、镇两级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特色农
业，给予政策扶持，高岁芳想扩大产业发展
规模的愿望更加强烈。

说干就干，高岁芳检测了土质后，在上
湾村流转土地 20亩，建起了有 10座大棚的
方缘达草莓与甜瓜基地，并在随后注册成
立商洛方缘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始专
业化经营。

为 了 不 让 投 入 打 水 漂 ，高 岁 芳 吃 住
在基地，每天都坚持在大棚里记录草莓
的生长情况，摸索种植草莓的经验，对种
植过程进行改良，她也逐渐成了一名草
莓专家。

“我们基地采用蜜蜂授粉，保证了草
莓长势好、品质优。”高岁芳指着大棚里的
蜂箱说。

短短几年间，高岁芳的基地规模越来
越大，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她成为当地小有
名气的致富带头人。为进一步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参与进来，2023 年，高岁芳在两岔
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孟喜的邀请下，租用村
上流转 20亩地建起的 13座连片设施大棚，
成立了方缘达草莓采摘园。

“ 有 了 这 个 基 地 ，我 们 夫 妻 二 人 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近就业，通过季节性
务 工 一 月 可 增 收 4000 多 元。”年 近 六 旬
的 村 民 王 双 彦 对 于 草 莓 基 地 的 建 成 表
示 支 持 ，他 依 靠 在 产 业 基 地 打 工 ，过 上
了殷实生活。

现 在 ，高 岁 芳 的 两 个 基 地 种 植 有 太
空 2008、天 仙 醉 、意 大 利 十 七 等 不 同 品
种 草 莓 ，采 摘 期 可 从 当 年 12 月 初 持 续
到 来 年 6 月 。 同 时 ，基 地 带 动 扶 持 周 边
8 户 群 众 发 展 草 莓 产 业 ，常 年 安 置 当 地
残 疾 人 及 周 边 120 多 名 群 众 就 业 ，为 板
桥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
草莓小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注入
了新活力。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回乡创
业的高岁芳帮助和带动了板桥镇群众增
收 致 富 ，赢 得 他 们 的 一 致 赞 誉 和 信 赖 。
2021 年，高岁芳被推举为商州区政协委
员，2022 年，她获得商洛“最美巾帼新农
人”称号。

“ 我 响 应 政 府 号 召 ，回 乡 种 植 草
莓 已 经 5 年 多 了 。 今 后 ，我 会 继 续 努
力 下 去 ，把 绿 色 农 产 品 种 植 好 ，为 家
乡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高 岁 芳 信
心 满 满 地 说 。

新 农 人 种 出“ 莓 ”好 生 活
本报记者 刘桃李 通讯员 董旦旦

群山环抱，翠竹掩映。2023 年 12 月 7 日早上，在冬日
阳光的照耀下，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暖洋洋的。白果树
饭店老板陈显秀一家早已忙活起来，洗菜、烧火，为客人准
备午餐。

近年来，丰收村推动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将生态旅游
与农业、文化融合，打造以亲子游为主导的特色旅游景区，
促进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村子变美，游客不断，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把钱赚。

塑形塑形 擦亮环境底色擦亮环境底色

水泥村道干净平坦，农家庭院幽静雅致，特色墙画生
动有趣，五彩缤纷的罐罐屋与蔚蓝的天空相映成趣，漫步
丰收村，如同置身童话世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
滴……丰收村在悄然发生变化。

年过六旬的村民方启祥有个习惯，他每天都要在村里
溜达一圈。“以前村里都是土路，下雨天出门一脚水一脚
泥。我们过去住的都是土房，哪有现在的小洋楼。现在村
里变化大得很，环境越来越好，大家日子也过得舒心。”回
忆起村里的变化，方启祥感受很深。

从一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庄到美丽休闲乡村，丰收
村以秦岭山水为底色，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实
现了华丽转身。

近年来，丰收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扮靓乡村“容
颜”，因地制宜建设改造公厕、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
圈舍等，利用传统院落四周闲置地块，建成菜园、花园、
游园等各类特色休闲观光园，推进生态建设。同时，实
施绿化工程，在路边、河边以及农户房前屋后植绿，为村
庄增颜值。

“ 我 们 从 2016 年 开 始 深 化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扎
实 推 进 村 道 硬 化 、村 庄 综 合 治 理 ，大 力 推 进 美 丽 乡 村
提 升 行 动 。”青 铜 关 镇 党 委 书 记 范 明 鹏 介 绍 ，丰 收 村
坚 持 挖 掘 和 彰 显 乡 土 特 色 ，引 导 村 民 就 地 取 材 改 造
民 居 ，将 具 有 乡 土 气 息 的 旧 水 缸 、磨 盘 、青 砖 作 为 装
饰 材 料 ，形 成 丰 富 多 样 的 人 文 景 观 ，凸 显 童 话 磨 石 沟
景 区 特 色 。

如今，丰收村的颜值飙升，村民也将自己的小家打扮
得越来越美。来到方启祥家，门前用木材做的亭子和木牛
形象逼真，格外引人注目。房前小栅栏里摆放的绿植生机
勃勃，院落环境清爽宜人。

方启祥每天都要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保证院落干净

整洁。他说：“我们生活在景区里，代表的是景区形象，各
家管好自个的卫生，整个村子的环境才能好，我们生活也
更舒服。”

一幢幢新民居、一处处新景观已成为丰收村的新风
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旅游资源，丰富业态，激发

‘美丽经济’活力，让丰收村成为村民幸福、市民向往、
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范明鹏说。

赋能赋能 乡村旅游出圈乡村旅游出圈

2023 年 12 月 7 日下午，童话磨石沟
景区里充满欢声笑语，几位工人站在梯
子上，拿着画笔正忙着给一座粉色的罐
罐 屋 绘 画 。 在 他 们 的 画 笔 下 ，蓝 天 白
云、繁花朵朵，让置身于山间的罐罐屋更
加引人注目。

“ 我 们 的 创 意 民 宿 罐 罐 屋 以 四 季 区
分，将其分别涂成四种颜色，春为粉色，夏
为绿色，秋为黄色，冬为蓝色。”童话磨石沟
景 区 经 理 王 飞 介 绍 ，童 话 磨 石 沟 是 一 个 研 学
游、亲子游的互动空间，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
农耕，在玩乐中学习，培养他们的探索力和创造力。
景区设置欢乐农场、奇幻旅行和童话谷创意民宿 3 个主
题部分，集住宿、体验、教育、娱乐于一体，年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次。

清晨，登上山顶看日出；上午，带孩子到欢乐农场解
锁农事体验；下午，与好友相约云舍品茶阅读，享受惬意
的午后时光；夜晚，住罐罐屋民宿邂逅璀璨星空……依
靠高颜值，丰收村充分利用生态优势，打造以亲子游为
特色的童话磨石沟景区，让这里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

“诗和远方”。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丰收村变身“童话世界”。随着

家乡旅游产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在村里就
业、回乡创业。37 岁的黄国芝是童话磨石沟景区附近柴
坪镇安平村村民，2019 年成为景区的一名民宿管家。“在
这儿上班离家近，工作环境也好，我很满足。”对于这份工
作，黄国芝很珍惜。据了解，和黄国芝一起在景区上班的
还有 30 余人。

村里的能人方启祥也尝到了家乡旅游发展带来的甜
头。爱好木雕的他有了一个新身份——“童话磨石沟的园
艺师”，从此多了一份稳定收入。

几 年
前 ，方 启 祥
喜 欢 做 一 些
木 雕 装 饰 家
里 ，得 到 乡 邻

肯定后，他燃起
了从事木雕创作的

信心。于是，他专心
学习，技术愈加成熟，并

成 立 了 自 己 的 工 作 室 。 后
来，随着来丰收村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他的作品受到广泛好评。
最近，方启祥正在赶制一批西安旅行团定制的小木

屋。“他们共定了 60 个，前天才发走快递。多亏了家乡旅
游发展，我的木雕才能走出去。”将爱好做成事业的方启祥
乐在其中。

增效增效 壮大特色产业壮大特色产业

卖完烤烟，张富宏也不敢歇着。“趁着天晴，得赶紧把
烟秆挖出来再把地翻了，好给来年种烟做准备。”2023 年
12月 7日一大早，他就扛着锄头上山了。

张富宏是丰收村的烤烟种植大户。近几年，靠种烤
烟，他盖了新房，把孩子供出来了，家里的日子眼瞅着一天
比一天好。

然而，几年前，张富宏还是一名在外漂泊的农民工。
“那个时候老人生病，两个娃上学，花钱的地方多得很。我

没文化，又没啥手艺，只能靠蛮力挣点辛苦钱。”聊起过去，
张富宏感慨道。

张富宏家里的转变开始于 2018 年，这一年，他在镇村
干部的建议下种起了烤烟。凭着勤劳肯干和好学的劲头，
张富宏第一年种烤烟就喜获丰收。第二年，他又流转了 20
余亩土地，扩大了种植规模。目前，张富宏种植 43 亩烤
烟，年收入超过 20万元。

在丰收村，靠烤烟实现增收的村民还有很多。“丰收村
以烤烟、魔芋、蚕桑、旅游等为主导产业，形成了‘南山烤烟
北山桑、川道旅游带三产’的产业布局。该村种植烤烟历
史悠久，现种植面积 1000 余亩，烤烟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叶子’。”丰收村包村干部、青铜关镇党委副书记
寇文瑞说。

除了这些传统优势产业，还有的村民吃上了“生态
饭”。陈显秀夫妇瞅准时机，在家里开起饭店，近几年家庭
年收入都在 10万元左右，生活也换了新模样。

陈显秀做菜做得好，吸引了很多回头客。豆酱炒腊
肉、土豆鸡块是她的拿手菜，看到客人光盘，她打心底里高
兴。“客人吃的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绿色
健康，就是想让大家吃得放心。”顾客盈门，陈显秀在自己
的农家小院里忙得不亦乐乎。

赏秦岭山水、尝农家口味、过快乐假期……在寇文瑞
看来，“生态旅游为丰收村发展带来新活力，‘绿水青山’在
这里逐渐转化为‘金山银山’。”

天色渐暗，丰收村由一幅五彩缤纷的油画变成水墨
画。村里渐渐褪去白日的喧嚣，玩了一天的游客正忙着洗
漱；方启祥给当天完工的木雕作品拍了张照；送走最后一
桌用餐的客人，陈显秀才顾上坐下歇一口气……

丰 收丰 收 村 里 好 风 景村 里 好 风 景
陕西农村报记者 方 腾

童话磨石沟景区的罐罐屋民宿童话磨石沟景区的罐罐屋民宿

丰收村风景秀丽丰收村风景秀丽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2525日日，，高岁芳在大棚内采摘草莓高岁芳在大棚内采摘草莓。。

摄于摄于20232023年年1212月月2525日的两岔河村连片草莓大棚日的两岔河村连片草莓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