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富县，天高云淡。位于富县的葫芦河川两岸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一年一度

的春夏季乡村游在此上演。近年来，富县积极探索推行“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已成为全

市农旅融合、促乡村振兴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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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事怎么过？在富县北道德
乡东村，有了不一样的答案。

2023年初，村民司长林的母亲
去世了，悲痛之际，他的第一个电话
没有打给亲戚朋友，却打给了村党
支部书记秦小虎。

在东村，村民们都说，谁家有
人去世，村干部更像是“孝子”。

不需挨家挨户磕头请人，不需
跑前跑后奔波不停，从老人去世到
出殡，事主只需安心守灵，打墓、找
厨子、入殓……事无巨细，红白理
事会的“白事一条龙”服务会把葬
礼安排得妥妥当当。

而这样的风俗在东村已是代
代相传，村里的 173户村民大多为
上世纪50年代左右从山东而来，风
俗至今保留。

被保留的不仅是贴心的丧葬
服务，还有质朴节约的风气。

席面是9个凉菜2碗烩豆腐，8
元的香烟，一瓶酒价格在 25~30
元，一桌饭仅用100~150元。

“一场事过下来花了5000元左
右，这放在别的村子，平平常常都
得一两万块钱。”秦小虎说，“程序
简化、省钱节约，这是我们村的‘好
传统’。”

“好”体现在摒弃了攀比浪费
的陋习，“好”在凝聚了接地气、暖
民心的新风尚。

78岁的蔡根莲是土生土长的
东村人，年轻的时候，每逢村里有
邻里过事，她便早早地赶去蒸馍、
做饭、帮灶。如今，年事已高，“干
不动”的她把接力棒交给了儿媳
妇，她的儿媳妇也和她当年一样热
心能干。

“村里遇事情需要帮忙的人是
轮流的，一次 6户，一家出一个人，
但是帮忙的人不止 6个，凡是知道
的人都会去，而且都是自发、自愿
的。”蔡根莲说，“家家都遇事情呢，
年轻的出大力，年老的就干点手工
活、打扫卫生，大家一起帮助事主
家把事情过好。”

走在东村，巷道干净整洁，庭
院质朴温馨，房前屋后盛开的樱花
洁白如雪，一如东村人淳朴、清澈
的民风。

“无网贷、无赌博、无上访，家
家户户都在忙着搞产业致富，年收入15万元以上的户
特别多，人均年收入达到 2万元。”秦小虎高兴地说，

“这几年，村里的‘好婆婆’、‘好媳妇’、产业大户、‘五
好家庭’、最美庭院等勤劳致富、孝亲敬老的模范更是
数不胜数，新风正气为村里带来了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为和美乡村建设树立新风。”

本报讯（通讯员 杜霄）为充分激发广大干部职
工的工作和劳动热情，展现新时代公路人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近日，富县公路段组织举办“2024年‘养护
技能大比拼’劳动竞赛”。

在竞赛现场，职工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整平台、除
杂草、修树坑，整个过程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操作规
范，展示了精湛技术和过硬作风，赛出了风格和水
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角逐分别评出名次，并对获奖
人员进行了奖励。

“此次活动旨在以竞赛比技能、促质量，当先锋、
树形象，是养护工作的一次体验和展示，激发了职工
工作热情，营造了‘学技术、练本领、强技能、提素质’
的良好氛围。”富县公路段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加强业
务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培训和学习，让职工们以更加坚
定的决心投入到日常工作中，为延安公路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劳动竞赛促品质
养护能力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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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小虎（左一）给村民宣传移风易俗政策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富县走出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王前锋 赵云霞

近日，有着“塞上小江南”之称的直罗镇胡
家坡村的田园综合体迎来了今年的首批客人。
68名来自直罗红军小学的“红领巾”们在老师
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开启了此次研学活动的

“稻梦空间”之旅。
瞬间，稻田里响起了孩子们银铃般欢快的笑

声。孩子们走进电子商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
稻米从种植、加工、生产、品质检测，再到直播销售
送往人们餐桌的过程，孩子们听得很认真。

胡家坡村每年的“插秧节”“开镰节”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人气流量地”“网红打卡地”。近两
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 30余万人次、经营收入

约300万元，从而打响了“塞上小江南”与“直罗
贡米”两张名片。

谁曾想，早在 2014年，69户 208人的胡家
坡村却是贫困发生率高达 19.2%、困难群众总
量居全镇第四位的落后村。

恢复并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产业是破局的关
键，势在必行。

2017年，胡家坡村恢复稻田500亩，2018年
增至1000亩，2019年增至1500亩，稻田面积逐
年递增。

产业兴，穷“帽”摘。
村民赵正富感慨道：“以前种玉米，一年忙

活下来也就赚个千把块钱。现在好了，种水稻
一年能卖个3万多元，光景过得也有盼头。”

绿水青山自此成为葫芦河川农民致富的
“金山银山”。

“我们这儿就适合种稻子，背靠着子午岭，
脚踩着葫芦河，山好水好，种出来的稻子都好
吃。”张家湾镇川庄村 55岁的农民冉琼对自己
多年来的坚持确信不疑。

去年，冉琼家的水稻亩产750公斤，能加工
出 525公斤大米，1公斤大米卖 6.4元，除去 800
元的投资，每亩地纯收入 2560元，是别人种玉
米收入的2到3倍。

产业引路 鼓起农民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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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稻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直罗贡米”
品牌的叫响，带来的变化是整个葫芦河川两岸
的乡镇和群众。

“往年入夏后，来胡家坡露营、烧烤的人络
绎不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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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胡家坡村，荷花步道、心形花海映入眼
帘，村口两架巨大的水车搅动着水泛起粼粼波
光，玩水、摸鱼之间随着溅起的水花，带给游人
丝丝凉意。放眼望去，小河子河穿村而过，2400
亩稻田随风起伏，煞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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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倚着数棵树木，几
缕阳光透过枝叶照在长椅上，午后的一方荫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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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身一变成了川庄村的
一景。

“光靠自己发展产业是不行的，必须一块儿
‘抱团’依靠科技才能助农强农，才能实现富民
强村、振兴乡村。”川庄村党支部书记周海斌望
着精心打造的“田园综合体”项目，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
为了留得住乡愁，川庄村“田园综合体”项

目还实施了农耕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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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在体验农耕文化的同时，又能寄情于
山水，享受悠闲慢时光。

“自从开展水稻恢复项目以来，川庄村水稻
发展就走上了‘快车道’，不仅有富硒水稻、稻鸭
共养、稻鱼共养，现在还有智慧稻田、云端稻田，
将农旅融合，产学研游一体化，不断拓宽水稻发
展的路子，让村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张家湾
镇纪委书记刘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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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提质 换了乡村模样

塞上江南风景好，风吹稻浪谷飘香。
每年金秋时节的张家湾镇川庄村，游人满

目看到的是稻浪翻滚、稻穗丰硕低垂，闻到的是
稻子清香。

村子里，是新建的
农家乐、游客服务中心、

儿童乐园、二十四节
气步道，来自中小
学校的孩子们迎
着阳光，行走在
研学步道上，
一边学习着水
稻的栽培知
识，一边享受
着来自田园的
闲适时光。

川庄村驻
村干部乔建国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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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群众增收致富了，还让村集体焕发了
新活力。”

“2023年，我们在川庄村开发了全县第一
家三产融合的研学课程，接待学生 2892人，村
子入选‘全省最美乡村’。张家湾镇还被评为陕
西省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陕西省旅游特色名
镇。”张家湾镇镇长汪剑锋说。

“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稻田风筝节、插秧
节、音乐节、开镰节、溜冰节等活动，以节促旅，
提升旅游品牌影响力，打造发展乡村休闲游+
研学新业态，借此推广生产直罗米皮、米糕、米
锅巴等特色产品，形成以美食品鉴、‘土特产’销
售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在刚刚结束的富
县乡镇党委书记话发展大会上，直罗镇党委书
记丁小龙谋划道：“我们还将保护利用好‘红色

直罗’和农耕文化资源，将乡村旅游与历史文
化、产业有机结合，与周边乡镇形成优势互补的
乡村旅游闭合圈，努力实现全年旅游人数突破
3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

据了解，富县已在直罗、张村驿、张家湾、北
道德等 4个乡镇种植水稻 1.56万亩，通过统一
品种、智能数字化大棚育秧、全程机械化种植管
理、“云稻米”认养销售等方式，推动全县水稻产
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及
旅游+深度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绘就和美乡村
画卷。

“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把产业发展摆在突
出的位置。我们要立足水稻产业发展现状，依
托当地资源优势禀赋，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农业
产业发展中的创新推动力作用，进一步做好产
业发展的强链、补链和延链工作，以实现产业兴
旺铺就乡村振兴之路。”富县县委书记李彦侠
说。

文旅增效 铺就振兴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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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正在胡家坡村“田
园综合体”参与摸鱼游戏

● 学生在川庄村研学

● 学生走进川庄村“农耕园”，体验劳作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