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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美从何来？在
绿 意 盎 然 的 关 中 平 原 ，三
原县陵前镇柴家窑村以其
独特的乡村魅力吸引着人
们 的 目 光 。 这 个 被 誉 为

“全国森林乡村”的地方，
不仅以其高颜值的自然风
光 令 人 流 连 忘 返 ，更 以 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的

“共享宅院”模式，让田园
之 美 转 化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生金”之道。
6 月 29 日 ，走 进 柴 家

窑 村 ，仿 佛 步 入 一 幅 流 动
的 绿 色 画 卷 ，每 一 处 都 散
发 着 独 特 的 魅 力 。 历 经
700 余年沧桑的大槐树依
然 挺 拔 ，见 证 着 村 庄 的 变
迁。苗木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 ，让 村 子 实 现“ 村 在 绿
中、房在园中”；四合院式
民 宿 小 院 错 落 有 致 ，典 雅
的设计风格与精致的现代
化 设 施 相 得 益 彰 ，为 游 客
提 供 了 舒 适 整 洁 的 居 住
环境。

柴家窑村党支部书记
王 卫 说 ，要 让 乡 村 真 正 焕
发 生 机 ，必 须 找 到 一 条 适
合本村发展的道路。在王
卫 的 带 领 下 ，柴 家 窑 村 积
极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借

鉴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开始了“共享宅院”的创新
实 践 。 他 结 合 本 村 实 际 ，
引 进 合 作 伙 伴 ，在 各 级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开 始 着 手 打
造“共享宅院”。

“我的目标是，走进柴
家窑村就如同走进公园。”
王 卫 告 诉 记 者 ，依 托 柴 家
窑村“国家森林乡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陕西
省 美 丽 宜 居 示 范 村”的 资
源 禀 赋 以 及 红 色 文 化、唐
文 化 遗 存 ，以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抓 住 乡 村 民 宿 发 展
契 机 ，盘 活 村 内 闲 置 集 体
建设用地、宅基地，以文旅
度 假 、生 态 居 住 、研 学 教
育、中 医 康 养 为 核 心 要 素
进行规划，打造乡愁浓郁、
活 力 迸 发 的 田 园 生 活 综
合体。

作为乡村旅游的一项
重 要 内 容 ，民 宿 一 头 连 着
八 方 游 客 ，另 一 头 连 着 乡
村 振 兴 。 柴 家 窑 村“ 共 享
宅院”的推出，不仅为游客
提 供 了 高 品 质 的 住 宿 体
验 ，更 为 村 民 带 来 了 实 实
在在的收益。村民通过出
租 闲 置 房 屋、参 与 民 宿 运
营等方式，实现了增收，也

进一步推动了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壮大。

“目前盘活村里闲置宅
基地建成 105 座民宿，下一
步 ，我 们 柴 家 窑 村 还 将 成
立 农 机 专 业 合 作 社、建 种

子 科 普 研 学 展 览 馆、建 村
民食堂、村咖……”提及村
庄未来的发展，王卫说，村
庄 要 实 现 一 步 一 景、步 步
是画，就要打造“长久美”。

当村庄有“高颜值”且

具备“深内涵”，既有着诗
情 画 意 的 田 园 气 息 ，又 蕴
藏 了 当 地 独 特 的 文 化 气
质 ，能 让 游 客 在“ 诗 与 远
方”里拥抱美好生活，又怎
会不“生金”？

嗡嗡嗡，一只只蜜蜂穿梭于
花丛与蜂箱之间，它们全身沾满
花粉，排着队从蜂箱口往里面爬，
看着这些忙碌的“小家伙”，“土
专家”黄华义笑了。

“今年的蜂长得好，个大，数量
多，能产不少蜜。养蜂是个技术
活，要细心、有耐心，懂蜂‘言’蜂

‘语’，要当得了‘保姆’看得了病，
这里面门道太多。要像带孩子一
样照顾这些小家伙，它们可娇气
了。”7 月 2 日，在洋县黄金峡镇杨
庄村黄华义的养蜂基地，黄华义一
边侍弄蜂箱一边对笔者说。

今年 50 岁的黄华义，之前一
直在外务工。2017 年，因要照顾
老人结束了打工生涯。2018 年
春天，黄华义得知村上要发展中
蜂产业，便与村合作社签订了中
蜂代养协议，代养了 50 箱中蜂。
由于缺乏技术，还有气温及天气
影响，加之外界胡蜂的扰害，导致
16 箱蜂飞逃。当时协议是每少
一箱蜂，要赔偿 1000 元，这下就
损失了 1.6 万元，此时他已失去了
继续养下去的动力和信心。

后来在家人和村干部的鼓励
下，从不服输的黄华义觉得同样

是人，他就不信养不好蜂。后来，
他通过购买书籍、网络学习等方
式，走出去向养蜂大户学习养蜂
经验，参加了县上的中蜂培训。
他时常守在蜂场，研究蜂的习性，
并记录养蜂心得。

随着经验的积累，黄华义逐
渐对中蜂的生活习性以及每个季
节的病虫害防治方法有了更深入
的 掌 握 。 2019 年 春 季 ，花 源 充
足，中蜂发展很好，规模一下子扩
大到 80 多箱，年收入在 6 万元左
右。2020 年规模再次扩大到 150
多箱，收入更加可观。如今，黄华
义已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养蜂

“土专家”。
在自己发展产业的同时，黄

华义还帮村民黄善荣、黄光荣发
展 中 锋 养 殖 60 多 箱 ，给 很 多 农
户提供蜂源，传授养蜂“秘诀”。

“我给群众无偿提供技术指导的
同时自己收获也很大，养蜂是一
项技术活，有好技术赚钱就不发
愁。”黄华义说，只有大家都发展
才能抱团取暖，形成品牌。在他
带领下，杨庄村蜂产业从原来的
几十箱发展到现在的 600 多箱，
效益一年胜过一年。

“共享宅院”让田园“生金”
本报记者 张恒 文/图

柴家窑村民宿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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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义正在查看蜂箱。

6 月 13 日，在陇县东风镇峪头村
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一簇簇麦穗被卷入机舱，切割、剥壳、
脱粒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转眼间就
被收入“囊”中。几台搂草机和秸秆
打捆机紧随其后，将地里散落的秸秆

“吞”进去又“吐”出来。不一会儿，
一捆捆打包整齐的秸秆便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田间。

“以前收完麦，大家最发愁的就
是麦秆咋处理。这东西不能烧，烂
在 地 里 还 影 响 下 次 耕 种 。 现 在 好
了，前面收割机收麦，后面打捆机就
把麦秆打成捆，再由专车运走，省事
得很。”看着麦田里火热的抢收场
景，峪头村种粮大户张斌高兴不已，

“没想到，麦秆也成了宝。有了这打
捆机，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不但
环保，还能增加一份收入。”

夏日麦田，机声轰轰。连日来，
陇 县 27.5 万 亩 小 麦 迎 来 收 获 高 峰
期。为加快抢收抢种进度，确保夏
粮颗粒归仓，陇县出动了 1100 多台
小麦收割机深入田间开展作业。同
时，陇县和多家收储企业合作，投入
近百辆运输车和数百台打捆机，为
秸秆回收利用助力。

“今年，我们成立了智慧牧业秸
秆离田团队，引进了几台新式秸秆
打捆机，实现除尘、粉碎、揉丝、弹网
一体合成，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降
低了火灾隐患，也在保护环境的同
时，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正在地头
指挥车辆将秸秆运走的陕西峻成智
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我们收储秸秆进行综合利用已经

好几年了，成立秸秆离田队后，分工
更精细，有的打捆，有的装卸车，有
的搞运输，效率也是立竿见影。”

秸秆是个宝，关键要用好。陇
县生态环境优越，以奶山羊为主导
的乳业发展迅速。这几年，陇县聚
力打造“百亿生态乳都”，加快推动
各个环节绿色转型发展。为从源头
上解决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并
把这个“丰收后的烦恼”变成“绿色
财富”，陇县一直在探索着。

政 府 引 导 、市 场 运 作 、多 元 利
用、疏堵结合……这几年，陇县累计
购置秸秆综合利用机具 150 多台，
先后引进 10 多家秸秆综合利用企
业，并成立专业合作社，年收储运加
工处理秸秆 3.4 万吨。同时，在收储
机械、加工设备、草场建设等方面对
收储利用主体大力支持，切实提高
了全县秸秆收储能力，壮大了秸秆
利用产业，形成了秸秆肥料化、饲料
化、基料化、原料化、能源化综合利
用新格局。目前，陇县秸秆综合利
用率超过 96%，实现了生态、社会、
经济多重效益。

“ 今 年 ，我 们 成 立 了‘ 三 夏 ’督
导 组 ，分 片 包 抓 各 镇 村 ，按 照‘ 收
获 一 块 、打 捆 一 块 、清 运 一 块 ’的
要 求 ，保 证 全 县 秸 秆 收 储 工 作 安
全有序。”陇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 人 称 ，眼 下 陇 县 夏 粮 抢 收 已 近
尾 声 ，秸 秆 打 捆 作 业 也 即 将 完
成 。 随 着 终 端 利 用 渠 道 不 断 拓
展 ，曾 经 被 村 民 视 为“ 农 田 包 袱 ”
的 小 麦 秸 秆 已 摇 身 变 成 保 生 态 、
促增收的“香饽饽”。

秸秆是个宝秸秆是个宝
关键要用好关键要用好

本报记者 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