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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夏 时 节 ，记 者 走 进 黄 龙 县
白马滩镇，映入眼帘的是宽敞平
整的道路、两旁错落有致的石头
墙以及整齐划一的农家院。穿过
镇子，记者来到了神玉村口 50 米
的一家民宿，民宿管家王艳琴正
在换被套。

“刚走了一批客人，今天我过
来打扫卫生。”王艳琴一边娴熟地
铺床一边说，去年之前，她还在外
务工，经常顾不上家里。现在借
着镇上发展民宿的机会，在镇政
府的介绍下她当上了民宿管家，
顾家的同时还能有一份不错的收
入，她觉得很满意。

目前，白马滩镇已投入 500 万
元 用 以 加 强 神 玉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全面提档升级硬化、美化、亮
化道路，并充分利用农户闲置房
屋 ，发 动 整 个 川 道 6 个 村 组 群 众
腾出闲置房屋，改造成了不同规
格、不同档次的田园风宿。同时，
组织乡镇干部参与改造，让农房
变民宿、村庄变景区，带动当地百
姓增收。

今年 63 岁的农户王琳凤最有

发言权。她高兴地告诉记者：“平
时会来很多研学团、旅游团以及一
些散客。去年村集体分红，为我们
带来不错的收入，目前镇上还在帮
他们联系线上平台。有了镇政府
的搭台，我们觉得很省心。”

去年 7 月以来，仅民宿一项，
神 玉 村 村 民 户 均 增 收 5000 元 左
右，当地群众通过参与民宿建设、
入驻民宿管家等方式，解决就业
200 余人。白马滩镇副镇长聂帅
说，目前神玉村共有中、高端民宿
18 家 59 间房，普通民宿 17 家 35 间
房，可同时满足 300 人研学、康养
团队的需求。

近 年 来 ，白 马 滩 镇 围 绕 实 现
“快旅慢游”和补齐“食宿行游娱
购”要素目标，以特色庭院民宿产
业为切口，大力发展当地旅游经
济，实现闲置资源与旅游发展的

“双向奔赴”。在参观各民宿时，
记 者 发 现 ，庭 院 虽 小 ，却 别 有 洞
天。各个房间在装修风格上，有
简约大气的现代风格、古典诗意
的新中式风格、温暖治愈的原木
风格……设施配备上，大到热水、

用电、网络，小到一次性洗漱用品
一应俱全。此外，“小而美”的庭
院在住宿基础上，还开发了小超
市、农家乐、售卖土特产等功能，
让普通的农家庭院集“吃、玩、游、
服务”于一体。

一杯茶，一群人，在小院里享
受傍晚的清凉。从银川远道而来
的游客刘娜娜说：“周末的时候和
朋友一起过来转一转，风景特别
好，中午还可以去烧烤、露营，非
常惬意。”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五 一 ”期
间 ，白 马 滩 民 宿 接 待 超 过 300
人。这让镇政府看到了这些个小
院落背后的大效益。目前，当地
计 划 继 续 投 资 3000 万 元 改 善 河
道水质和生态环境，针对游客的
诉 求 ，还 会 对 民 宿 进 行 改 造 ，同
时在当前 5 家农家乐的基础上预
计再增设 3 家。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旅
游业态、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
质量，满足更多游客的休闲娱乐
需求，着力打造‘田园康养、农耕
研学’的生态和美小镇。”聂帅说。

5 月 8 日，在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一组
新建的萌宠乐园里，只见一排萌宠圈舍整
齐排列，负责人曹远林正忙着给 20 多只呆
萌可爱的梅花鹿喂食、清理圈舍、清洗水槽
……

“我早些年在东北的一个梅花鹿专业
养殖场干了 2 年，学到了不少梅花鹿的养
殖经验。梅花鹿抗病性强、易于养殖，而且
全 身 都 是 宝 ，具 有 极 高 的 药 用 和 经 济 价
值。现如今想着回家乡发展，借着‘金蚕小
镇’的名气，在自家庭院旁边来搞特色养
殖，顺带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曹
远林乐呵呵地说。

曹远林称，下一步他还计划推出“云养
梅花鹿”模式，顾客签订认养合同后，只需
支付饲养费用就能在网上养鹿，还能随时
上门和自己认养的梅花鹿互动并收割鹿
茸。按照这个模式来算，接下来萌宠乐园
的年收入将在 50 万元。

在明星村，只要一提起养蚕，大家都
会想到赖珍彩。赖珍彩是十里八乡有名
的 养 蚕 大 户 。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她 在 家
门 口 修 建 了 上 千 平 方 米 的 标 准 化 养 蚕
室，通过技术人员的指导，她开始办起了
小蚕“托儿所”。

“ 小 蚕 养 好 一 半 收 。 小 蚕 孵 化 出 的
最初 10 天最需要精心照料，湿度、温度都
必须保持在恒定状态。我们负责把蚕宝

宝养到 10 天大，村民再把小蚕领
回 家 自 己 养 ，每 张 蚕 种 只 需 付 给
共 育 室 60 元 的 费 用 。”赖 珍 彩 说 ，
小蚕“托儿所”这种集中饲养小蚕的
方式，让当地每年只能养 3 批次蚕，
提高到每年饲养 6 至 8 批（次），大大
增加了蚕农的收入。

村 民 陈 泽 勇 早 些 年 一 直 在 外 地
打工，看到家乡的旅游业发展得越来
越 好 ，2021 年 ，陈 泽 勇 返 乡 投 资 300 多
万 元 ，在 自 家 门 前 建 起 了 精 品 农 庄
民宿。

“节假日每天营业收入近万元，平时
每天都有生意。”陈泽勇说，“后期我还想
持续投资，给游客创造舒适的休闲度假
空间，让游客体验有品质的田园生活，同
时利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多种形式向
网友推介明星村，让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
观光旅游。”

近年来，池河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在
明星村持续推进庭院经济建设，鼓励广大
村民利用宅基地院子搞特色种植和养殖，
实现“农忙忙大田，农闲忙庭院”，让农家
院变成了“增收院”，殷实了村民的口袋。
目前，全村培育特色养殖大户 10 户，发展
精品民宿 25 个，带动户均增收 3000 元，庭
院 经 济 使 广 大 群 众 获 得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收入。

5 月 15 日，在洋县磨子桥镇水田
村的草莓种植园里，一排排的草莓
生机盎然，娇艳欲滴，棚内三五成
群的游客体验着采摘的乐趣，欢
声笑语，喜不自禁。

水田村的党支部书张晔告
诉 笔 者 ：“ 草 莓 园 是 去 年 底 建
成的，今年头一茬挂果 ，吸引
了 西 安 、西 乡 、城 固 等 地 的
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观光，刚
开 张 就 供 不 应 求 ，每 天 收
入 七 八 百 元 左 右 ，周 末 更
是达 2000 元以上。”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
着 大 家 一 起 富 才 是 真 正
的富。”返乡创业的张晔，
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带
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以
前 村 集 体 经 济 十 分 薄
弱，没有支柱产业。我
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
好现有资源，利用之前
自 主 创 业 的 经 验 ，把
大 家 都 发 动 起 来 ，走
共同富裕之路。”

2022 年 初 ，张 晔
通过多方考察，决定
发 展 莲 藕 产 业 。 通
过土地流转、党支部
带 头 、种 植 大 户 响
应，当年村里莲藕种
植 面 积 达 320 亩 ，仅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就
由 零 元 增 加 到 12 万
元。2022 年底，他又
流转 5 亩土地建起了
6 座 草 莓 大 棚 ，发 展
草 莓 产 业 。 如 今 ，

“莲藕经济”和“草莓

经 济 ”成 为 了 水 田 村 产 业
发展壮大的有力抓手。

水田村三组村民武改文
现 在 是 草 莓 园 的 记 账 员 。
谈起这份工作，她很满意：

“草莓园开张了，我经过村
民们推荐来这里干活，除了
记 账 ，平 时 在 草 莓 园 里 拔
草、浇水，工作环境很好，每
天还有 70 元的收入。”

在 品 牌 宣 传 推 广 、产
品 销 路 拓 展 上 ，张 晔 也 进
行了很多尝试。他成立了
洋县绿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注 册 了“ 山 野 洋 州 ”商
标 ，并 在 微 信 视 频 号 和 抖
音 号 上 发 布 短 视 频 ，将 村
里 的 产 业 呈 现 在 网 友 面
前 ，吸 引 了 大 量 游 客 前 来
游玩观赏。许多有意愿发
展草莓产业的村民也慕名
赶来参观咨询并加入团队
中。

“我们是从抖音上刷到
这家草莓园的，就带着孩子
来玩。草莓个头大味道好
品质佳，价钱也合适，还能
体验采摘乐趣，感觉很棒。”
游客张女士说。

“今年草莓园共能采收
3 茬草莓，预计能增收 6 万
元 。”说 起 未 来 的 发 展 ，张
晔充满了期待，“未来我们
将继续发挥村党支部带头
的作用，依托草莓基地，带
动 农 户 发 展 草 莓 种 植 ，同
时 进 一 步增加产业的多样
性 ，为 农 民 增 收 开 辟 新 的
渠道。”

民宿小院风景美
高亚蓉 本报记者 杨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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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园里生意火
通讯员 张恤民 牟元真 刘李荷

游客在白马滩镇神玉村庭
院赏景自拍。

萌宠乐园
工作人员正在
给 梅 花 鹿 喂
食。（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