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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小朋友们，下面让我们走进农
耕长廊，一起来辨别认识耕作农具，
了解它们发挥的作用……”

8月 10日，在白马滩镇神玉村
“印象圪崂”，一群来自西安的城里娃
娃来到这里学习采风，他们吃农家
饭，住农家房，体验农家生活，原本静
谧美丽的小山村因为他们的到来，瞬
间变得活力满满。

据了解，神玉村“印象圪崂”是国
家3A级旅游景区，2022年，黄龙县整
合辖区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
源，把红色文化、研学旅游、党史学习
教育和产业发展深度结合，在景区打
造了“劳动实践教育基地”，这些城里

娃娃是知行合一研学夏令营的小朋
友，利用暑假专门来这里研学旅行。

“学猎鼓、学剪纸、学认农具、学
缝被子，在这几天的研学旅行中，我
近距离感受农家生活，体验农村的风
土人情，认识了许多在城市见不到的
农具，学习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也认识了很多老师和朋友，能来
这里我非常开心。”知行合一研学夏
令营小朋友赵依苒说。

“我们注重强化研学旅行的育人
功能，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
现象，根据学生学段特点和地域特
色，逐步开发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
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

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等不同层
次，集自然与文化、历史与地理、科技
与人文、传统与现代、参与与体验等
多种类型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
系。”黄龙县教科体局研学旅行负责
人霍娜介绍说。

走进瓦子街烈士陵园，传承红色
基因；来到树顶漫步，接受生态文明
教育；前往龙园，收获田园躬耕“初体
验”……

据了解，黄龙县针对性地开发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研学旅行项目，注重
项目的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认定
授牌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树顶漫步青少年森林科普

研学基地、龙园和印象圪崂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界头庙风车小镇、黄龙山
生态馆、博物馆、非遗馆和中药材科
普馆等研学旅行基地项目 16个，分
学段精心打造 3-5条菜单式研学旅
行精品线路，根据研学旅行需要增加
专业人员配置，逐步形成布局合理、
互联互通、安全有序的研学旅行网。

“除了为来黄龙研学旅行的师生
团队提供丰富多彩的研学资源、研学
课程和研学路线外等，我们还会为大
家赠送‘研学大礼包’，里面有黄龙核
桃、黄龙蜂蜜、黄龙连翘茶等特色旅游
商品，让大家品味‘舌尖上的黄龙’。”
黄龙县文旅局干部单丽娟介绍说。

黄龙黄龙：：生态之城兴起生态之城兴起““研学热研学热””
通讯员通讯员 王华王华 记者记者 杜音樵杜音樵

学在旅途，乐在其中。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黄龙县按照“积极探索、突出特色、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积
极探索研学旅行长效工作机制，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光荣革命历史，感受地域特
色文化和家乡变化，在探索实践中陶冶情操、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全面发展。同时，以研学旅行的热度，提升全县
旅游知名度，推动全县生态旅游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坐滑道上山，攀登具有‘森林之
眼’‘自然之瞳’之称的科普塔，挑战
多样性拓展游戏……”近日，黄龙县
第二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前往瓦子街树顶漫步实践基地开
启了一段新奇难忘的生态研学之旅。

位于黄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境
内的瓦子街树顶漫步，是亚洲第一个
树顶漫步，是集生态科普、自然教育、
拓展、度假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互动体

验式森林运动自然教育营地，是黄龙
县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基地之一。

“在这里，孩子们跟随讲解老师，
漫步在丛林之中，边走，边看，边体
验，与自然相拥，与花草对话，学习了
自然知识，认识到自然中生物的多样
性，体会到植物、动物之间密不可分
的关系，增强了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的意识。”黄龙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负
责人陈彩云说。

“平常都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自
然，在书本上看图片上的植物，今天
和同学们一起走进自然，用手触摸感
受植物，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样子和颜
色，加深了我对植物，对大自然丰富
性的认识，拓展游戏锻炼了我的意
志，增强了我的胆量，这是一次非常
不错的自然探索之旅。”第二小学六
年级二班学生张静涵说。

将课堂搬进自然，将教学融入实

践。黄龙县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中
小学研学旅行文件精神，常态化开展
课外研学旅行活动，从 2022年春季
开始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
学计划，由教育、文旅等部门与承办
企业等协作配合，于每学年春、秋学
期各安排 1次研学旅行活动，在“课
堂”和“实践”之间牵线搭桥，让学生
在不同类型的研学基地实践体验，收
获课堂之外的惊喜。

研学旅行热让黄龙县的各个景
点火起来，曝光度和知名度持续攀
升，带动了县域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了旅游带来
的红利，吃上了“旅游饭”。

瓦子街村村民呼丽霞开办的“瓦
子街镇山里人家”农家乐，利用树顶
漫步景区及瓦子街烈士陵园得天独
厚的“红+绿”研学资源，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就餐，每日接待人数 50人以
上，日均收入可达2000元以上。

“村子一天天美起来，县里又打

造研学旅行基地，来的学生和游客越
来越多，我的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
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呼丽霞开心
地说。

据了解，在瓦子街镇，像呼丽霞
一样，享受到研学旅行资源带来红利
的村民还有很多，统计显示瓦子街镇
共计发展农家乐 14家，旅馆 3家，民
宿 1家，越来越多的村里人搭乘“乡
村研学游”快车，走进了小康生活。

“我家院子里有几间空房子，经
过镇上和村里改造，我和老伴在家里

开起了农家乐，可以供游客、学生住
宿和吃饭，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做的农
家饭。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自己当老
板，农家乐的收入够我们老两口的日
常开销，挺好的。”神玉村村民牛社鸽
说。白马滩镇神玉村许多村民也乘
着“研学旅游热”的东风，扬起了“红
火日子”的风帆，向着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远航。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22年，
黄龙县依托丰富的“红+绿”资源优
势，将研学旅行作为全域旅游四大板

块之一，加强统筹安排，预算专项资
金，精心组织实施，全县城乡中小学
生走出校园、走近历史、走进自然。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中小学共组织
研学活动 13期，参与学校 11所，学
生 2899人；同时，活动吸引延安、西
安等周边县区青少年来黄研学 83
批 4300余人次。研学旅行促进了
学生的全面发展，让黄龙丰富的旅
游资源进一步进入大众视野，成为
县域生态旅游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又一“助推器”。

9月4日，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茶坊村村民张宝富家的大棚，只
见绿油油的藤蔓上挂满了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张宝富掰着手指给
笔者算起了今年的收入。

“今年的总收入最低也能达到5万元。”
“这可比种地强，照这收入明年能好好给儿子买上一辆车。”
“哈哈……”张宝富爽朗的笑声在葡萄园里回荡。
张宝富家的大棚黄瓜进入了收获期，刚一上市就出现了购销两

旺的喜人局面。
张宝富是沿河湾镇茶坊村人，2019年开始种植大棚黄瓜，凭着

勤劳肯干，他很快就掌握了种黄瓜的技术。“我跟着村民一起参加了
大棚种植培训会，就和婆姨商量好开始种黄瓜，这几年，大棚黄瓜产
量很好，市场行情也不错，每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张宝富说。

近几年，致富的梦想逐渐成为现实，张宝富由衷地说：“以前不种
大棚的时候，每年年一过，就要和婆姨一块去城里打工，为了节省路
费，过节的时候常常不能回家，只有过年的时候，娃娃们都回来了，我
们才回家了，现在好了，大棚种在庄里面，离家又近，又能照顾老人，
还能挣钱，真的是好光景来了。”

据了解，近年来，茶坊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把大棚蔬菜作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来抓。同时，该村不断完善服务网络，
成立了大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和培训，不
断引进新品种，优化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目前，茶坊村累计发展新型日光温室大棚 110座，弓棚 134座
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8686元。大棚蔬菜的高效益使广大群众尝
到了甜头，发展积极性空前高涨。

大棚黄瓜“长”出好日子
通讯员 吴静

葡萄“串”起甜蜜生活
通讯员 范筱霞

1 “研学热”带孩子走进大自然

2 “研学热”为孩子打开新课堂

3 “研学热”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太皇山A区3号楼4单元302房子8斤阳光玫瑰。”
“北关3号楼1单元402房子5斤夏黑。”

……
9月 5日，走进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村李军利的大棚里，看到

绿油油的葡萄棚里，一串串葡萄颗粒饱满，色泽诱人，散发出醉人
的芳香。李军利正在大棚里忙着记录订单信息，见到笔者，乐呵呵
地说：“我这 11棚葡萄，有 4棚阳光玫瑰，皮薄肉甜，1个棚纯收入 2
万元不成问题。”

今年 41岁的李军利，以前一直靠开小商店为生，但生意并不红
火，2018年南沟门村建了110个棚的葡萄园区，一下子给李军利分了
5个棚。

看到了葡萄的前景，李军利积极地种了 87-1、夏黑两个品种。
虽然他并没有种植葡萄的经验，但他肯吃苦爱钻研，自此之后，整天
待在棚里研究着每棵葡萄苗的长势，在他辛勤付出下，第一年的试挂
果就很成功。看到满满的葡萄苗木，李军利没有松懈，租了隔壁的6
个棚，其中5个弓棚、1个温室，种了4棚“阳光玫瑰”葡萄。

“以前吃饭的时候，我还要骑着自行车给他送去，要不他一天都
不回家来。”妻子玲玲笑着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习摸索中，李军利在广大葡萄种植户心
中成了“大能人”，周边种植户只要遇到技术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
他。只要一有时间，李军利就来到田间地头，与其他种植户交流葡萄
种植技术，葡萄苗木引进、嫁接培育、葡萄间伐及其改形修剪、病虫害
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只要他懂，就会对种植户倾囊相授，获得了周
边群众的一致好评。

“咱懂技术，尽自己所能为周边群众服务，不仅帮助种植户解决
了种植难题，自己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李军利笑着说。

“我这 3棚葡萄全凭军利一直帮我，要不然我早就出去打工了，
一年下来攒不下 2万，哪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村民王尝明望着李
军利笑着说。

“刚起步时我遇到不少困难，还花了不少钱。后来自己慢慢摸
索，就把产业逐步发展起来。我能体会到其他种植户初步发展产业
的难处，所以能帮忙的我尽量都忙。”说起自己发展产业的经历，李军
利深有感触。

李军利爱学习、勤钻研，通过几年的发展与探索，他种植的葡萄
在甘泉也都远近闻名。同时，他认为发展产业马虎不得，要讲科学，
不懂科技等于瞎子点灯。所以，他在种植葡萄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先
后获得县“致富带头人”“科技致富能手”等称号。他不仅成为南沟门
村引领群众致富的典范，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人”。

李军利不仅把水果摊摆在甘志公路边，而且学会抖音、快手等销
售门路，他把方法教给其他种植户。现如今，南沟门村的葡萄种植户
们纷纷加入了微信、抖音等平台网络直播带货的行列，运用直播、短
视频播放、田园采摘模式，葡萄被采摘、包装后直接售卖。

眼下葡萄的采摘真是红火，前来采摘的游客们络绎不绝，小小的
葡萄正在托起南沟门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大梦想”。

● 学生们在龙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 张宝富的大棚黄瓜长势喜人

● 瓦子街村村民呼丽霞开办的“山里人家”农家乐

● 李军利采摘葡萄

● 黄龙县中学学生在树顶漫步实践基地

县区故事 XianQuGu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