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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玉琴，黄龙县瓦
子街镇乡村振兴专员，
一个文弱清瘦的小女
子，说话间带着阳光的
笑容和一丝腼腆，但却
是骨子里有几分执着
和韧劲的乡镇女“专
员”。

用脚丈量土地
用心谋划生活

2020年 7月，黄龙
县 招 录 乡 村 振 兴 专
员。刚毕业的逯玉琴
怀着对家乡的热爱积
极报名，作为全县第一
批乡村振兴专员被分
配到出生地瓦子街镇
任职，她希望能在这片
生她养她的土地上扎
根成长并结出硕果。

肩负着组织的嘱
托和信任，带着对家乡
的热爱和对乡亲们的
真挚情感，她一头扎进
瓦子街村，很快和其他
队员走在一起。虽然
是走在田间地头，走村
串户，但这次她的心境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她是一名乡村振
兴专员，她要在与贫困
户的交流、同老党员的
谈心中，了解乡亲们的
生产生活状况，与乡邻
探讨家乡发展的思路
对策，为家乡百姓实现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献上自己的一腔
热忱。

2021年，因为选民的肯定和支持，逯
玉琴被选为瓦子街选区人大代表，她的身
上又多了一份使命，更加干劲十足地替群
众分忧解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为人民
服务的鲜艳旗帜。下足绣花功夫，办好

“关键小事”。平日里，逯玉琴就是村里的
“活字典”，村民只要遇到合疗报销、养老
保险、高龄补助等问题需要咨询时，总会
第一时间想到逯玉琴。这时，逯玉琴会耐
心细致地回答，有时还会亲自跑腿解决。
五保户乔德山无儿无女，身体不好，工作
之余，逯玉琴就帮他买药送药，嘱咐药的
吃法和注意事项。村民平日里想要通过
网络购买东西，第一时间也总是会找逯玉
琴帮忙，她不仅要帮他们把东西买回来，
使用方法及售后问题她都统统帮忙解决。

村民秋收后，粮食、蔬菜、水果卖不出
去，逯玉琴积极联系销售渠道，通过建立
微信群及单位公众平台大力宣传，为瓦子
街村的土特产销售拓宽了渠道。她没有
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却不知疲惫地为
群众解决着一件件关键小事，用自己的无
私奉献温暖着相邻。

鼓励群众创业 融入家乡建设

“因为村里留守老人和孩子多，重体
力活干不来，于是我平时就帮着他们干，
把每家每户的情况装在心里，及时为他们
分忧解难。这也是我选择在家乡工作的
初衷。”逯玉琴说。

贫困户杨连成的妻子患有二级精神
残疾，需要有人照顾，作为家里唯一的劳
力，杨连成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妻子。得
知这一情况后，逯玉琴与镇残联工作人员
联系，为其家庭申请了县残联的残疾人就
业创业项目，鼓励其在自家后院养殖中
蜂。“现在这么好的社会，而且你还很年
轻，只要有信心，完全可以干出很多有意
义的事情来，一定要给你儿子做个好榜
样。”功夫不负有心人，杨连成的养蜂技术
越来越娴熟，蜂蜜通过镇村工作人员、委
托熟人帮销等途径，近两年收入达到 1万
余元。

两年多来，在逯玉琴的见证和参与
下，村里建起便民长廊、食用菌养殖基地、
民俗院、偏石民俗文化村等，同时依托偏
石民俗文化村、瓦子街烈士陵园和树顶漫
步搞活了乡村旅游，初步形成了“农旅融
合”的新模式。村民在政府的帮助下，自
力更生摆脱贫困，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作为一名女同志，干农村工作确实不
容易。这两年来为村里付出太多了，只要
村民有困难，就是求人想办法也要给村民
解决。”瓦子街村党支部书记刘忠玉这两年
与逯玉琴一起工作，对她评价非常高。“感
谢党和政府培养出来这么好的工作人员，
逯玉琴就跟我们的亲闺女一样。咱们村有
这样的好干部，不在身边的子女也可以更
加安心地在外打拼……”瓦子街村村民李
建设讲，自己的儿女不在身边，逯玉琴平
时对他的照顾比自己的女儿都多。

“瓦子街是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亲
人及所有的牵挂，我热爱这片土地，更爱
这里的人们，因此我深爱这份事业。没有
什么能动摇我和父老乡亲们共同前进的
决心，希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能继续
为这片土地发光发热，跟乡亲们一起把家
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裕。”站在瓦子街村
的山峁上，逯玉琴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

在碧水蓝天间穿梭，在自然美景中
流连，今年以来，黄龙县各大景区呈现

“火爆”态势，乡村、亲子、露营、红色、夜
游等个性产品多点开花，供给丰富，旅
游市场一片繁荣景象。

“这是我第二次来黄龙，已经住了
二十天了，这里好玩好吃、人少低调，性
价比高，适合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待
腻，不愿意扎堆的人。”来自西安的游客
王欢说。走进黄龙县白马滩镇“暖山河
畔”露营基地，游客熙熙攘攘，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在这青山绿水间徜徉。采
摘连翘叶、槐花、手工制作漆扇、进行非
洲鼓教学、举办草坪音乐会……今年夏
天，白马滩镇依托青山绿水，举办了系
列精彩活动，游客量突破 30万人次。
近年来，白马滩镇依托青山绿水，将美
食、美景、露营、餐饮、研学等多种元素
熔于一炉，让美食搭台、文旅唱戏，游客
量火爆上升，持续叫响生态旅游特色品
牌。

流量变“留量”，人气变“财气”。借
助“暖山河畔”露营基地和各类活动带
来的东风，村民们把自己家变成了旅馆
民宿、农家乐，跟着一起搞乡村旅游，在

家门口让“钱袋子”鼓起来，在景区中生
活，在美景中挣钱。白马滩镇神玉村村
民王文英一家仅在活动期间摆摊，日均
收入就在 2000元以上。同样，在石堡
镇梁家河村，农旅融合也正成为该村实
现经济转型升级、产业兴旺的重要途
径。

来到石堡镇梁家河村，平阔整齐
的钓场映入眼帘，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的“钓友”在这里大展技艺……一场场
扣人心弦的垂钓赛事，树立了“一杆钓
活一潭水，千人垂钓万人游”的品牌效
应，为黄龙渔业休闲小镇积攒人气，让
文旅产业的“烟火气”也愈加浓厚。钓
友们齐聚一堂，在水花与鱼线的轻扯
中，尽情享受垂钓之乐。赛事还带动
餐饮、住宿、旅游观光等一系列消费的
增长。“我是特意赶过来钓鱼的，钓鱼
完了之后晚上在县城欣赏‘廊桥漫舞’
演出、篝火晚会……来到黄龙感觉身心
都得到了放松，这个地方以后我还会再
来！”钓鱼爱好者孙耀文说。石堡镇做
强赛事举办，在渔业养殖、渔产加工等
产业基础上，做精农村三产服务业，发
展集餐饮住宿、观光体验、休闲娱乐、文

化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实现文旅资
源与多元产业有效串联，推动农文渔旅
多元业态互促共融。

石堡镇、白马滩镇蓬勃发展的旅游
业态，只是黄龙县发展依山沿河经济、
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黄龙县依托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以石堡镇、白马滩镇、瓦子
街镇为节点，依托康养度假、科普研
学、休闲体育、绿色培训服务功能，推
行“小而美”“微度假”旅游产品供给
方式，培育形成旅游产业带，推动资
源串联和功能互补，辐射带动全县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成功打造“暖山
河畔”露营基地、黄龙渔业休闲小镇
等一批乡村旅游项目，深化“多元产
业+旅游”融合发展，在内涵、服务、感
受提升的供给端做足文章。同时，加
强旅游发展与城乡建设、生态建设、
农业开发等融合，实现旅游一业突破
带动百业兴旺，生态资源得到全面激
活，生态旅游实现更高质量迈进。截
至 目 前 ，全 县 累 计 旅 游 人 次 为
110.8027万人次，累计旅游综合收入
为 33096.81万元。

近年来，黄龙县围绕“旅游一条线贯
通、农业一个面扩容”的产业发展思路，立
足天蓝、山绿、水清的优良生态和邻近县
城、高速穿境的区位优势，研判分析农业
短板和旅游市场空白，打造黄龙渔业休闲
小镇，走出了一条农业多种功能挖掘开
发、农村多元价值转化释放、旅游多样要
素引入集聚的农旅融合发展路径。

“我们通过先行试点、市场研判，建成
现代休闲垂钓基地，成为渔业休闲小镇的

‘起手之笔’，也成为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的突破点和实现乡村振兴的经济增长
点。”谈到发展休闲垂钓产业的初衷，石堡
镇组织委员党娜说。

石堡镇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突破
口，建成现代休闲垂钓基地，通过举办179
场高标准垂钓赛事，吸引 30余万名钓友、
游客慕名而来，形成了“全国垂钓看陕西，
陕西垂钓看黄龙”的品牌效应。赛事还催
生出渔业养殖产业，石堡镇多次前往河
北、广东等地考察调研，通过引才、引智、
引技术，渔业养殖最终落地小镇，在满足
赛事需求的同时，开拓了黄土高原水产品
的市场。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和生态养殖示范区，1.6万平方米工厂化养

殖车间和150亩养殖池塘集养殖、观光、科
普研学等功能于一体，主要养殖三文鱼、
红罗非、叉尾鮰等 5种中高档食用鱼和兰
寿、短尾狮等 15种观赏鱼，在填补黄土高

原规模化渔业养殖空白的同时，满足研
学、观光等需求，实现了农业功能扩容、产
品增值。

“现在，陕北帝王蟹暂养基地也开始

运营，新鲜的帝王蟹、松叶蟹等高端产品，
成为小镇‘新名片’，实现了农特产品变文
旅商品，生态渔业养出旅游经济。”石堡镇
副书记陈启斌说。随着垂钓赛事“流量”
聚集，住宿、餐饮、娱乐等各类需求急剧增
长，石堡镇紧抓机遇，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和乡村价值，融合产、学、研等业态，布局9
大渔文化场景和12处文化创意体验区，建
成乡窑咥院、艺坊、蚕院等“乡窑”系列民
宿集群，承载住宿、餐饮、非遗体验等功
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我们这里的鱼
都出自小镇养殖区，肉嫩味鲜，全部都是
活鱼现做，很新鲜！”乡窑咥院负责人何琳
骄傲地介绍鱼火锅的食材。除此之外，还
开发了果酒、咖啡、草编、剪纸等文旅产
品，增加了主题小院的产品附加值，成为
新的消费吸引点。农旅融合发展集聚了
村党支部、企业、农户等多元主体，黄龙县
石堡镇通过建立“支部+企业+农户”利益
联结机制，将农户紧紧镶嵌在农旅融合发
展的产业链、市场链、服务链上。开展赛
事裁判、渔业养殖、民宿管理、餐饮服务等
技术培训 36场次，吸纳周边 3个行政村千
余人就业创业，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升级、
旅游发展、乡村振兴。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走进黄龙县白马
滩镇河西坡村省级核桃示范园，只见粗壮的

核桃树整整齐齐排列在树行两端，绿油油的
果实挂满枝头，个个圆润饱满、果肉丰腴，核

桃园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和欢声笑语。
10月 8日，记者来到白马滩村仰面组

的黄龙山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一派繁忙景
象，机器声隆隆作响，传送带来回穿梭，工
人们忙着装卸、搬运，好不热闹。“从9月初
开始，我们就联合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在各
村组设立收购点，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对青
皮核桃全部收购，消除群众无处销售的后
顾之忧，同时，加工厂以极低的价格为群
众进行核桃脱皮、烘干等粗加工，解决群
众丰产不丰收的问题，工厂最忙时候雇用
当地村民近40人，也为当地村民人均增收
3500 余元。”集散中心负责人白金仓说
道。“有了这个加工厂，再也不担心核桃没
人收、价格低的问题了，在家门口就能面
对面销售。我们家有10余亩香菱，都是新
品种，企业看过后，马上就相中了，价格也
合理，真是太好了！”神玉村村民唐成松说
道。近年来，白马滩镇紧扣全县“4+X”产
业布局，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通过“三解决三整合”措施，
建成了黄龙山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以核
桃、毛栗子、中药材等农副产品的收购、加
工、销售为主线，涵盖小蒜酱、小杂粮、预

制菜制作等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链条，目
前已形成了核桃深加工等多个成熟生产
线，同时还配套了农产品冷藏库，丰富旅
游产品 5类 23种，单日进行核桃粗加工最
高可达 80余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工厂
店”，让广大群众真正实现了就业不离家，
致富不出村。“今年以来，我们扎实落实企
业生产经营周‘解难’机制，主动亮身份、
践承诺、争先锋，特别是在核桃丰收季，加
大走访企业力度，收集在核桃收购、加工、
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为企业解难
事、办实事、做好事。截至目前，召开周

‘解难’会议 8次，走访企业 16次，发现并
收集问题11件，解决收购设点、电商销售、
招工用工等问题 8件，还有 2件正在处理
中。”白马滩镇副镇长熊旭介绍说。下一
步，白马滩镇将紧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
点、痛点、堵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和结果导向，加大企业电商培训力度，指
导成立直播团队、网红团队，以直播带货、
宣传推介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
并爱上大山里的农副产品，让家门口的

“工厂店”成为群众可信赖的企业，实现企
业能增收，群众能致富的目标。

家门口的“工厂店”利民便民促增收
通讯员 白杨越

农旅融合唱“渔”歌
通讯员 段庆茹 白杨越

● 黄龙渔业小镇

● 白马滩镇核桃喜获丰收

流量变流量变““留量留量””人气变人气变““财气财气””
通讯员通讯员 白杨越白杨越

● 风光小镇界头庙

● 游客在“暖山河畔”露营基地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