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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黄龙县白马滩镇，午后的阳光洒在
干净整洁的村道上，风景秀丽的农家庭院尽
现眼底，整个村庄展现出一幅悠然恬静、生
态宜居的和美乡村新图景，美丽的景致不仅
构成了独特的乡村景致，还成了乡亲们致富
的“新摇篮”。

“农家乐”成“聚宝盆”

走进乱麻科村敏敏生态农家乐，30多岁
的宋敏敏正在为迎接下午的客人在厨房忙
碌着，把土鸡、香椿、野菜、核桃馍等美食别
出心裁地融入旅游餐饮中，推出了当地原汁
原味又迎合游客口味的农家菜肴。夫妻俩
一边经营着农家乐一边照顾着年迈的父母，
通过村上支持完善了庭院设施改造，使得他
们的生活更美好。

白马滩镇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带领群
众实现富民增收的突破口，在乱麻科村优先

开办“农家乐”，让一户户农家小院逐渐成为
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奏响了乡
村振兴“进行曲”，开辟出一条助力乡村振兴
与增加农民收入并重的兴农之路。

“开了六七年了，瓜果蔬菜全部来自自
家庭院种植，土鸡也是自家养的，营养健康，
经济实惠，生意最好的一年收入了 30万元，
农家乐的开办让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忙
碌而充实，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致富密码。”
宋敏敏高兴地说。

庭院经济作为“浓缩版”特色产业，不仅
将打造优美人居环境与促进产业增收有效
结合，也成了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致富
的有效载体。

“闲置院”成“致富田”

闲置农房改造成的庭院民宿、河边荒滩
改造成的露营基地、破旧石屋改造成的休闲

咖啡屋……在白马滩镇神玉村，隐于青山绿
水间的山水碾子湾民宿为前来游玩的人们
提供了一方田园乐土。

据了解，白马滩镇以农村“三资清查”为
抓手，利用收回群众批而未建的宅基地，盘
活群众闲置资产，通过招商引资、村集体改
造、群众自建三种模式，让群众依托旅游成
功转型，吃旅游饭、发旅游财、享旅游乐。

“我们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和农舍布
局，民宿工作人员也都是当地的村民。”神玉
村党支部书记薛增文说，山水碾子湾田园民
宿自 2023年 4月起至 10月平均入住率保持
在60%左右，带动了神玉村旅游业的发展。

将农房打造成民宿是白马滩镇发展“庭
院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全镇利用
乡村闲置农房资源，建设高、中端民宿院落
58个，酒店型民宿2家，已带动58户脱贫户、
6户监测户户均增收突破 2万元。同时，民

宿建设过程中为 285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
位，85名村民担任民宿管家等，在家门口稳
定了就业，吸引 25名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真
正将群众镶嵌在旅游发展链条上。

好“蜂”景成富民“蜜”诀

在白马滩镇，石门村还把庭院种植与庭
院养殖相结合，以“小蜜蜂、大文章”为主线，对
养殖户房前屋后进行合理规划布局，不仅改善
了之前养殖“脏、乱、差”的现象，还提高了养殖
效益。目前，村委会因户施策发展特色中蜂养
殖业18户，户均年增收可达1万元以上。

村民孙少龙是石门村中蜂养殖基地的
技术人员，按照村委会的统一规划，代管村
集体 150箱中蜂，自己养殖 120箱。开箱抽
皮、割蜜、摇蜜、过滤……孙少龙每天忙忙碌
碌，已为村集体经济累计增收20万元。“村里
生态环境好，蜜源丰富，蜂蜜收获后还有驻

村干部帮忙联系企业销售。我现在自己发
展了 120箱蜜蜂，去年产蜜 3000斤左右，收
入近10万元。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出去打
工，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好日子有盼
头了。”孙少龙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正忙着收
拾蜂箱。

“我们村一直都非常重视生态绿化，生
态环境好，蜂蜜质量纯正，价格公道，很多人
都慕名前来购买，效益十分可观，足不出户
便能收益。发展庭院模式养蜂产业，既缓解
了合作社集中养殖管理压力，也解决了集中
养殖蜜源不足的问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促进了农户增收。”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吴万
明说。

诗意田园，游人如织、风景如画。户户
有项目，家家有收益，美丽庭院“竞相开
放”。如今，“庭院经济”在白马滩镇正释放
着新的活力……

寒冷的冬日，天还未亮，清晨的第一班公
交车就已缓缓进站，经过少许等待，许多身着
校服的学生陆续走出家门，登上车厢，驾驶员
专心地看着站牌，在确认没有学生赶来后才
关门起步，缓缓驶向校园方向。

由于黄龙县第二小学、黄龙县中学、黄龙县
职业中学均位于县城城东，距离县城较远，孩子
们上学的通勤需求骤增，面对这一问题，县交通
运输局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公交公司，优化公交
线路、公交站点时刻表，有效解决了孩子们上学
的通勤需求，还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以前要么搭出租，要么步行到学校，出
行很不方便。现在有了公交车，站点就在家
门口，刚出小区就能乘公交车直达学校，学生
卡每次只要 4毛钱。”黄龙县第二小学学生家

长宋洁高兴地说。
便民无小事，事事有落实。优化公交线

路只是黄龙县提升公共交通便民服务水平的
冰山一角。

在客运安全监管中，县交通运输局不断
夯实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和完
善了旅客运输应急预案，坚决执行“三不进
站、八不出站”规定，严格客运安检工作程序，
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无事故；在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中，与交警部门联合行动，深入开展交通
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汽车站、
高速公路路口为重点，从严查处非法运营行
为，张贴海报 60余份、宣传单 500余份，整治
违规车辆 8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2起，有效
规范了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如今，在黄龙城乡，一趟趟公交车接踵而
至，一辆辆出租车整洁安全，一班班通村客车
便捷顺畅，内外通达的交通网络不仅畅通了
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也让全县群众的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了解，黄龙县公路总里程共计 1100.2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国道 5条 262.9公里，省
道1条42公里，县道4条117.8公里，乡道6条
195.2公里，村道63条482.3公里，形成了以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为骨架，农村公路为脉络，
干支相连、村村相通的交通网络格局，有效联
通了全县 47个行政村及周边县区，使黄龙迅
速融入了西安、延安两小时交通圈，为全县招
商引资、乡村振兴、生态旅游发展及县域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

建好“连心路”敞亮百姓心
——黄龙县城乡公路建设工作小记

通讯员 刘小燕

庭院小经济 振兴大文章
通讯员 白杨越 刘静

人来车往，万象更新；百业兴旺，交通先行；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四好农村路，修进百姓家……
近年来，黄龙县坚持“建设与养护并重、修路与兴业并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行”的建设理念，全力以赴打通高速

公路、国省干线“主动脉”，千方百计畅通农村公路微循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为群众幸福不断“加码”。

“以前村里泥土飞扬，大家总是‘晴天一
身土，雨天两脚泥’，出行非常不方便。”提到
村里的路，界头庙镇碾子塬村三家楼组村民
小组长王玉生感受颇深，他说：“现在水泥路
修到了家门口，我们出行务工、走亲访友都更
方便了。”

“过去，群众到镇上办事，路面坑坑洼洼，
去一趟要40多分钟，瓦永路修好后20分钟左
右就能到镇上。”说起城乡公路建设给群众带
来的好处，瓦子街镇小寺庄村乡村振兴专干
王斌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为进一步提升和优化瓦永路通行环境和
服务水平，2023年县交通运输局对瓦永路原

路面进行了拓宽和重新铺装，改造后的公路
通行能力显著改善，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一条条交织盘旋的农村公路，让各镇村
实现了“进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提
升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编织起了乡村
振兴的“大动脉”。

据统计，2023年，县交通运输局先后实施
242国道黄龙县城过境公路14.416公里、瓦永
路 23.1公里、小黄路 21.3公里及 23条农村公
路水毁修复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约4.16亿元。

公路建设是基础，公路养护更是关键。
黄龙县将“路长制”作为推动“四好农村路”建
设的有力抓手，不断加强日常管养工作，优化

路域通行环境，高标准打造“市级美丽乡村
路”2条，指导三岔镇、石堡镇成功创建“市级
农村公路养护示范镇”，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
比例达到80%以上。2023年11月份黄龙县被
命名陕西省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实现
了全域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路、站、运、邮协
同发展。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邢利斌介绍道：“下一
步，县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
设，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消除制
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不断提升农村公路路
网的承载力和通行水平，优化农业丰收的‘快速
通道’、乡村繁荣的‘毛细血管’。”

1 “美丽乡村路”托起乡村群众幸福梦

道路通，百业兴。在黄龙大地上，一条条
美丽的农村公路连接村庄农户、通达产业基
地、串联旅游景点，为当地发展注入了源头活
水，带来了勃勃生机……

“多亏现在这便利的交通条件，菜商们可
以直接进村收菜，为我们这些菜农省了不少
心。”郭建宏是瓦子街镇蔡家川村的蔬菜种植
大户，蔬菜成熟时节，不少外地的老板、客商
都会慕名前来找他采购蔬菜，随着交通道路
的不断完善，蔡家川村的蔬菜产业也在不断
地发展壮大。

走进石堡镇梁家河村，平阔整齐的钓场
便映入眼帘，全国各地的“钓友”时不时地来
到这里参加比赛，大展垂钓技艺。“只要有钓
鱼比赛我都会来参加，这里的场地和环境都
很好，交通也很便利，自己车一开，钓具一拉

就来了。”来自合阳的吴先生告诉记者。
依托“四好农村路”创建，石堡镇积极构

建“外通内联、通村畅镇、人便于行、货畅其
流、安全便捷”的通行条件和路域环境，打造
了“黄龙渔业休闲小镇”，建成占地 112亩、可
容纳 1200人同时作钓的国家一类、西北地区
唯一的标准化千人垂钓基地，已举办大中小
型赛事350余场，吸引30个省市3.1万名钓友
同池竞技，20余万人随行游客来黄旅行，赛事
营收 1300余万元，全面打响“全国垂钓看陕
西、陕西垂钓看黄龙”品牌效应，实现“一杆钓
活一潭水，千人垂钓万人游”。

得益于便捷畅通的农村路网，白马滩镇
以“康养度假 科普研学”为主线，引进社会资
本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研学+
民宿”“研学+乡村旅游”“研学+露营”等新兴

研学旅游发展模式，成功打造了“印象圪崂”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等一
批乡村研学旅游项目，吸引了大批学生团队
纷纷前去体验，有效促进了研学旅游和乡村
振兴有机融合，助力全镇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近年来黄龙县始终坚持把‘美丽乡村
路’建设作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致富的
重要抓手，持续完善和提升城乡道路质量，让

‘交通线’转变为‘风景线’‘产业线’‘致富
线’，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提
供强大的交通动能。”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邢利
斌告诉记者。

一条条贯穿城乡的发展路、一条条串村
连景的畅通路、一条条赋能乡村发展的振兴
路，在黄龙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路畅、村美、
民富的美丽画卷。

2 “四好农村路”铺就产业发展致富路

3 “温暖便民路”树立为民服务新形象

● 修复后的242国道界头庙段

● 界头庙镇“四好农村路”

●“四好农村路”贯穿渔业休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