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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白皮松：让绿色留住历史的记忆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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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渭南市中心出发，驱车约 15
分钟，便能到南塬生态郊野公园。
这个城市后花园正焕发着勃勃生
机，月季花海铺满山坡，竹林郁郁
葱葱……

南塬是渭南市重要的饮用水
水源湭河水库所在地，也是进入渭
南城区的门户。由于历史原因和
长期耕作，水土流失严重，极大影
响 了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和 城 市 生 态
环境。近年来，渭南市通过一系列
生态修复举措，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强

南塬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生态屏
障”，不仅恢复了南塬的生态环境，
还将此地打造成市民休闲娱乐的
城市后花园。

“爸爸，这里的景色好美，快来
看！”“原来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你
站在这里看下面，郁郁葱葱的，整
个渭南都在你的眼底，心情都畅快
了。”10 月 22 日，市民王先生带着
孩子站在南塬盘山路旁的观景台
上远眺，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开车
上来就 10 分钟，非常方便，我没事
就带家人来这里玩耍。”

南塬生态郊野公园位于解放
南路两侧塬面，占地 1200 亩，是渭
南市南塬北坡生态治理修复项目
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该项目
的不断推进，南塬生态郊野公园环
境越来越好。截至目前，已建设旱
溪 2146 米，栽植乔木 30 余万株，灌
木 20 余 万 株 ，地 被 植 物 900 余 万
株 ，形 成 75 万 平 方 米 的 休 闲 绿
地。公园内建有慢行步道、栈道、
观景平台和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已
成为主城区的南部生态屏障，更是
广大市民郊游踏青、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建成生态郊野公园，实现了
从“浅绿”到“深绿”的转变，全力塑
造了南塬之“美”。

“春天春色满园、夏天山花烂
漫 、秋 天 层 林 尽 染 、冬 天 银 装 素
裹。在这里远能看城，近能观景，

林下能小憩，一年四季都很美。”南
塬生态郊野公园讲解员孙丽娜说。

秋天的天留山，风景如画，游
人如织。

天留山位于临渭区桥南镇天
留村，是秦岭北麓一部分，也是渭
南航天生态园的所在地。正值周
末，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市民驱车
前往。

漫步在平坦宽阔的村道上，白
墙灰瓦的农家小院古色古香，小木
屋和远处山上绽放的野菊花给静
谧的村庄增添了一丝浪漫。

“这里有山、有水、有草坪，而
且在指定地点还可以烧烤、搭帐
篷，很适合带孩子来玩。”刚到村口
便被美景吸引住的市民张玉高兴
地说。

“山水桥南，天然氧吧。每年 3

月到 10 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们的
小木屋基本上供不应求，一定要提
前预订。”天留山木屋民宿酒店负
责人李经理介绍。

近年来，天留村依托青山绿水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依托
3A 级渭南航天生态园景区，建成了
天留车轱辘泉水厂、天留小院、木屋
酒店、天留村民宿酒店等。村里还
成立了果业协会、餐饮协会，以生态
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吸引了不
少村民回乡就业创业。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渭
南市将继续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推动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做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践者、推动者，扎扎实实提高
生态建设质量，切实夯实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底色。

落叶纷飞，秋意正浓。10 月 26 日，在富县羊泉
镇王乐村，苹果园的路旁停满了果商的卡车，果农们
正在树丛间搭着梯子爬上爬下，忙着采摘苹果。树
下，十多名妇女进行分装。她们手脚利索，不久便分
好了几大筐苹果，过秤后就被搬上卡车运往全国
各地。

“今年，我们村的苹果每斤在 4.5 元左右，其中，
杨永志和杨安多家的苹果品质高，每斤 4.8 元。”现
场，王乐村党支部书记陈卫军介绍。

在王乐村苹果防灾减灾体系示范园，连片的新
式防雹网相互衔接，为果园筑起了一道保护层。

“这个防雹网不同于普通的防雹网，硬度和弹性
更好，不光坚固耐用，后期的维护也要简单很多。有
了它，果农也安心。”陈卫军告诉记者，眼下富县 36
万余亩苹果进入采摘期，果农一年的辛苦劳作换来
秋日的好“丰”景。

站在地头放眼望去，卡车来来往往，农用三轮车
在果园中穿行，这些“车马”带走的是富县苹果，带来
的是火爆的果业经济。

除了苹果丰收，富县的红薯也迎来收获季。在
茶坊街道平泉村，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农民挖红薯的
身影，前来收购的客商络绎不绝。

这两年，为了拓宽致富路子，平泉村进行多方考
察，利用当地土壤含沙量大的地质优势，积极流转土
地种植“秦薯 5 号”红薯，在科学管护下，目前已成规
模，亩产达 2000 公斤。按照目前市场价格，每公斤
红薯能卖到 5 元以上。

“我今年是头一年种红薯，一共种了 5 亩地，除
过前期投入和雇工，总体效益算下来要比玉米高很
多。明年我准备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再扩大种植
规模。”平泉村村民罗广中高兴地说。

富县的秋天早晚冷、中午热，红薯地里的农户们
戴着草帽，穿着薄衫。他们挥动着手中的铁锨，刨着
红薯，散落的绿色藤蔓与红皮红薯泾渭分明地躺在
黄土地上，为秋日添上了一抹丰收色彩。

塞上江南风景好，风吹麦浪稻谷香。在张家湾
镇川庄村，金黄的稻谷随风波动，饱满的稻穗低垂丰
硕，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村子里，有新建的农
家乐、游客服务中心、儿童乐园等旅游配套设施，一
群小学生正迎着秋日的阳光，一边学习水稻栽植知
识，一边享受秋日的闲适时光。

“自从开展水稻项目以来，川庄村水稻发展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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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农旅融合与产学
研游一体化，不断拓宽水稻发展的路子，让群众能够
持续增收。”张家湾镇纪委书记刘洋介绍。

秋日的富县不仅有斑斓的五彩山景，也有随处
可见的丰收喜悦。勤劳的富县群众在田间为秋收忙
碌，美好的光景也印在他们的心上。

渭南：风景如画 绿满南塬
王军锋 吴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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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霜降过后，富平

县 曹 村 镇 马 家 坡 村 满 山 遍 野 的

柿子红了，村民忙着采摘、削皮、

晾 晒 ，为 今 年 的 柿 饼 加 工 做

准备。

记者 王东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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