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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 薛舂梅 记者 雷荣）连
日来，志丹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园林处全面开展
绿化养护、道路绿化改造升级，用利落的“美容
剪”打造干净整洁、绿茵遍地的园林绿地，提升
城市“颜值”。

在志丹县北高速路口，记者看到，园林绿化
工人正拿着绿化工具进行集中整地、清理绿化
带内垃圾、种植草坪、点缀花带，大家分工明确、
衔接有序。该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还对全城绿
篱、小灌木、乔木进行了不漏网式修剪，进一步
提升绿地绿化景观效果。

“从早上开始修剪绿林，修到晚上 8点，一
天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绿林修剪整齐，我就很
满意了。”正在修剪绿化带的张婕说。

居民刘怀琴说：“这里的花花草草修剪得可
整齐了，环境看起来特别好，大家住得也舒心。”

今年，志丹县园林绿化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主要是从整地开始，种植新型的草坪草，选用不
同的花卉种类点缀绿化带和新的树种种植绿
化。

“下一步，我局将紧抓后续绿化养护工作，
科学部署、精细管理，加大力度在园林绿化中种
植更好、更优的品种，使咱们的绿化更加有品
位、上档次，让每一寸绿化带都是一处风景地，
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志丹县城市管理执法
局园林绿化管护处干部常海霞说。

本报讯（通讯员 杜霄）为切实消除公路
路面病害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公路通行能力
和服务水平，保障群众安全出行，近期，富县公
路段以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问题入手，抢抓
秋季道路养护黄金时期，集中开展道路病害修
复工作。

针对辖区干线公路局部出现路面破损现
象，该段组织技术人员提前对G309、G210线进
行详细勘察，周密制定修复计划，科学制定养护
方案，集中人力和机械，全力做好路面病害修复
工作。施工人员能够严格执行公路养护技术规
范流程开展修补工作，确保施工质量，对养护路
段出现的龟裂、沉陷和坑槽等病害进行了修补
和处置，并在作业现场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确保作业人员和过往车辆安全。据统计，共完
成路面病害集中整治修复 27处/1360㎡，道路
通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日常养护力度，
以道路病害点位集中修复为契机，以点带面，进
一步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确保管养道路安全、畅
通运行，提升群众满意度，用实际行动‘为群众
办实事’。”富县公路段负责人说。

10月 15日清晨，距离富县城区 33公
里的张村驿镇驿镇园被笼罩在一片氤氲
雾气之中，一夜的水汽悄悄铺散在地面，
凝结在稻穗上、花瓣上、风车上，清新的空
气和着山间清风徐徐而来，有早起的人们
戴着耳机，在拱棚旁的小路上慢跑，惊落
了花间露珠。

“这地原来挺荒，附近也没什么人
住。现在大变样了，景美了，还连通了镇
区、学校，人们吃罢饭都爱到这来逛，那边
还有小娃玩的东西，傍晚人一多都轮不上
玩呢。”遛弯的李大爷指着远处一片缤纷
说。走得近了，才发现原来是组合式滑
梯、摇摇木马、秋千等娱乐设施被涂得五
彩斑斓，正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配色。

闲庭信步在驿镇园，潺潺流淌的河渠
旁是青中带黄的稻谷，前行中，不时有“扑
通”声响起，那是青蛙被惊扰后轻盈地跃
入水中。田野里，稻草编制的放牛孩童、
小黄鸭、米老鼠点缀其间，给这一隅增添
了丝丝童趣，平坦整洁的步道，古朴的麻
绳护栏，挂着大红灯笼的路灯，远处山涧
雾气未散，清风引得风车长廊沙沙作响，
让人身处黄土高原，却如置身于江南水乡
一般，十分玄妙。

“驿镇园目前还有稻米加工车间、玉
米迷宫、休闲树林、游乐场、沉浸式户外动
物喂养体验等项目正在建设，通过多种项
目业态，实现‘产、学、研、用’共同发展，在
拉动内需、振兴乡村的同时，也为周边群
众提供了一个茶余饭后休闲运动的好去
处。”张村驿镇工作人员赵鑫介绍说。

水稻不仅能吃，还能这么好看。作为
富县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先行者，直罗镇胡
家坡村的设施建设最为完善。

进得村来，荷花步道、心形花海映入
眼帘，村口池水泛着粼粼波光，跳将下去
慢慢蹚水，时不时有鱼儿蹭着小腿游过，
滑溜溜痒得很，水车带起池水高高落下，
溅起的水花给人带来丝丝凉意。放眼望
去，小河子河穿村而过，2400亩稻田已经
泛黄，被微风撩拨起了波澜，煞是漂亮。

虽已到深秋，仍有荷花竞相开放，更
多的是已熟的莲蓬，荷叶上有晒太阳的青
蛙，一点也不怕人，似是料定了这“两脚
兽”下不得塘来。再往后走，是一大片休
闲垂钓园，有人端坐岸边，专心致志地盯
着鱼漂，还有人迎着骄阳，撑一叶小舟至
湖心，只为寻找最佳钓点。

“来胡家坡露营、烧烤的人络绎不绝，
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小孩子喜欢玩水，还
能在这里体验到摸鱼、翻螃蟹、捞蝌蚪等

游乐项目。”胡家坡村驻村干部高升说。
在与直罗镇相邻的张家湾镇川庄村，古

香古色的民宿已经建成，工人们正忙着组装
家具。门外高高架起的林间步道，斜倚着数
棵不知名的老树，几缕阳光透过枝叶洒在长
椅上，让午后的这一方阴凉最为舒坦。

村口的古旧吊桥被翻修加固并精心
装饰了彩带，往日的“老破旧”摇身一变成
了川庄一景。远处，亮黄的速降索道横跨
了稻田种植区域，风驰电掣间，情绪被释
放得酣畅淋漓。

为了让游客留得住乡愁，川庄村还实
施了农耕园、五谷园、儿童游乐园、户外露
营基地、儿童戏水区、休闲垂钓区等设施
建设，在体验农耕文化的同时，又寄情于
山水，享受悠然时光。

“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一直以来都是
谋求振兴的好路子。川庄村在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多方努力共建下，有
了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群众增收致
富了，还让村集体焕发出了新活力。”川庄
村驻村干部乔建国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
富县发扬自身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和
文化底蕴，赋予了乡村振兴和全境旅
游新的内涵。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不断打造出东山运动公园、鄜州博
物馆、开元寺遗址公园、太和山道教文
化景区、羌村美食度假村等休闲好去
处，在拉动内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让县域旅游成
为了文旅新趋势。

看得见美丽 留得住乡愁
——富县让县域旅游成为文旅新趋势

通讯员 吴龙迪 记者 樊小帅

● 俯瞰川庄村

凌晨4点，李炳延夫妇像往常一样又
开始忙活起来，连日的阴雨天刚刚放晴，
很多顾客就下了凉粉干订单，要赶时间
做出来。

今年59岁的李炳延老两口家住富县
鄜城街道监军台村，在他们的小院里已经
做了多年凉粉干，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

浸泡荞麦糁，粉碎成粉，过滤去渣，
上锅搅拌，放盘冷却，成型切片，平铺晾
晒……一整套细致繁琐的工序下来，才

有了晶莹剔透、爽滑劲道的凉粉干。
上午 9点多，晨雾散去，他们开始了

最后一道环节——晾晒。
“晒是最后一步，雾气重、天阴下雨

都不行，只能等天晴了，对天气的要求很
高。”李炳延和老伴儿仔细地、一片片地
翻晒着。

李炳延算了一笔账，1斤荞麦糁5元，
能做出5斤凉粉、7两凉粉干，凉粉干零售
价20元/斤，纯利润就有5元/斤。

李炳延夫妇每年从 3月初到 10月份
都在做凉粉干，偶尔还会做些蒸馍、软
馍、油糕、豆豉等特色杂粮小吃，一年下
来能收入5万余元。

今年，乘着富县发展“庭院经济”的
东风，李炳延家的房前屋后更加整洁美
观，操作间明厨亮灶更加规范卫生，也为
他们带来了更多稳定、优质的客源。

三间操作间，一间库房，一个柴火
灶，一方案板，几台设备，夫妻二人，就在
这里干起热火朝天的庭院经济产业。

“咱村在城郊，离城近，交通方便，家里
种点菜、蒸个馍啥的，很快就能到县城去
卖。”监军台村党支部书记李学宁说，“两口
子就能经营，房子是自家院子，时间上自
己能安排，人力、投资、时间上都很适合
咱们农民，所以要鼓励村民们好好发展
庭院经济。”

在监军台村，经营庭院经济的家庭
有52户，占到全村的四分之一，他们经营
着食品加工、电焊汽修、种植养殖等多种
行业，每户年均收入3万~4万元。

投资少、见效快、经营灵活——庭院
经济以其显而易见的优势在富县农村逐
渐成为“新潮流”。

房前屋后，果树环绕，稻香鱼肥，牛
唱羊和，户户有项目，家家有收益。如
今，庭院经济初见成效，成为富县乡村振
兴的“新抓手”。

今年以来，富县坚持以农业农村资
源为依托，以农户为主体，以市场化、特
色化、品牌化为导向，与区域特色主导产

业相协调，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充分利
用庭院闲置资源和空间，推动庭院经济
与群众增收深度融合，使农村“方寸地”
变成群众“致富园”。

“我们出台了《关于鼓励引导高质量发
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富县财政衔接资
金支持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奖补办法》等
政策性文件，为庭院经济发展划定目标、找
准路径、提供支持，通过财政衔接资金‘以
奖代补’，鼓励支持有条件、有优势的村户
先行试点，发展庭院经济。”富县乡村振兴
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孔选平说。

如今，富县立足镇村资源禀赋，已形
成了以张村驿镇中蜂为代表的庭院特色
养殖，以北道德乡东村樱桃为代表的庭院
特色种植，以鄜城街道监军台村凉粉干、
交道便民服务中心桐村豆腐坊为代表的
庭院特色加工，以直罗镇胡家坡村、茶坊
街道洛阳社区为代表的庭院服务业，庭院
经济实现了多点开花、多元化发展。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县发展庭院经
济1166户，其中一般户702户、脱贫户430
户、监测户34户；发展种植类254户、养殖
类948户、手工类30户、休闲餐饮类20户、
生产生活服务类103户。除此之外，富县
还探索出“企业+村集体+农户”“合作社+
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带动农户发展中
蜂养殖336户、畜禽养殖230户、凉粉干加
工作坊21户、小型冷库22个、农资经销2
个、乡村旅游项目3个，发挥企业、合作社
的资金、技术、市场优势，延伸庭院经济产
业链、销售链和价值链，推动高效发展。

庭院“方寸地”增收“致富园”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夏蓓蓓

● 李炳延夫妇正在晾晒凉粉干

精修细剪勤养护
扮靓市容提颜值

抢抓养护黄金时期
消除行车安全隐患

潮流多彩的地摊夜市、激情四射的
街头演出、轻松欢快的篝火晚会、古典浪
漫的“廊桥漫舞”表演……这个秋天，黄
龙县丰富多彩的夜经济活动逐渐升温，
为文旅消费市场添了一把“柴”，加了一
把“火”。

随着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黄龙县
不断拓展丰富夜间游玩、娱乐、购物等内
容，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不断涌现，夜
经济也由原来单纯的夜市经济向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发展，产业化、专业化、品
质化的夜经济日渐成为激发城市活力的

“金钥匙”，释放更多红利，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探寻龙城夜市 品味人间烟火

每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位于县中
心街的夜市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
刻，各色招牌的灯光斑斓交错，烹饪佳肴
的滋滋声不绝于耳，美食香气扑鼻而来。

冰粉、凉皮、擀面皮、过桥米线……各
类美食让往来食客垂涎欲滴、大饱口福。

“原来出夜宵摊都在这附近打游击，
现在有了固定的点位，我们做生意踏实

多了，现在比之前每个月能多卖 2000~
3000元。”龙城夜市经营户王胜利说。

王胜利在周围做夜宵生意很多年
了，许多夜宵爱好者都很熟悉他，规范运
营后，来他家消费的食客更多了。晚上8
点到9点，是王胜利生意最好的时候，“一
直在做饭，根本停不下来。”

为进一步丰富黄龙县文化旅游产业
内涵，繁荣夜间文化、夜间经济，满足黄
龙居民及外地游客夜间品尝美食的需
求，黄龙县重点打造龙城夜市这一具有
地方特色的餐饮文化品牌，各餐饮经营
主体紧盯夜间美食消费群体的特征、需
求和偏好，在展现黄龙本土美食的同时，
还提供关东煮、冰咖啡、小寿司等异域美
食，极大地满足了顾客需求。

为规范管理，营造良好夜市秩序，解
决城镇人员就业问题，黄龙县实现夜市
提档升级，对夜市入驻摊位的小吃餐车、
人员服装及桌椅板凳进行统一配备，开
设供电设备四套，入驻摊位30余个。

现在，这片地方已经成了黄龙本地人
和游客必打卡的“宝地”，游客或在这里品
美食，或把摊位上的农副产品带回家。

流量变留量 夜经济蒸蒸日上

在黄龙县北山公园，各种美食和星
空露营、草坪音乐会、露天电影、青年社
交桌游、儿童玩乐等主题活动也吸引了
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浓浓的烟
火气，带动游客在黄龙消费。

创意小手工、涂娃娃、夜灯小气球……
北山公园门口的摊位琳琅满目。“夏天天
气热的时候，大家带娃出来玩，我就卖些
小玩具，这儿人流量大，生意好得很，一
天净收入 300~400元。”崾崄乡的黄媛媛
在县城陪读，晚上没事她就在北山公园
门口摆摊。

像黄媛媛一样的受益者还有很多。
程伟是河南人，几年前和哥哥一起来到
黄龙，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现在，他白
天在汽车美容店工作，晚上出来摆摊，收
入还可以，过两年打算把父母从老家接
过来一起住。

事实上，如今红火的北山公园从前
是一块荒地，为了进一步改善环境，黄龙
县城投公司对这里的植物进行梳理和补
植，实施了道路、照明、绿化、雨污水、给

排水、环卫、护坡、人行栈桥等工程，打造
成了如今的模样。

黄龙县城投公司经理李东生告诉
笔者，北山公园是城市“双修”的一个
缩影，也是生态治理的一个典范 。
2022 年以来，黄龙县城投公司充分挖
掘夜间旅游资源潜在的价值，打造了
北山公园、南山公园夜经济和北山公
园“创意集市”依山沿河自主经营性项
目，让现有产业在横向上壮大，在纵向
上拓展，增添企业发展动力、推动企业
提质增效。

如今，这里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项
目，围绕精致餐饮、夜间集市等板块，优
化街区环境、促进业态创新，打造了夜
购、夜食、夜游、夜娱等夜间文旅新业态，
不仅有特色美食，还有新潮市集，丰富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也让这里成为小城蝶
变的“密码”。

夜食、夜游、夜演……随着黄龙县夜
经济不断丰富，形成了多元夜间消费市
场，实现文旅融合带动旅游消费升级，满
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黄
龙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消费“添柴”为发展“加火”
——黄龙县夜经济持续释放城市活力

通讯员 白杨越

● 种植草坪

● 道路养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