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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秦岭紫柏山雾凇冰
凌、云海翻腾、宛如仙境。1 月 13
日，正值周末，在汉中上大学的陕
北女孩高妍和同学慕名来到留坝
县紫柏山国际滑雪场学习滑雪，
体验冰雪世界的乐趣。

近年来，冰雪运动热度不断攀
升。留坝县依托境内紫柏山得天
独厚的冰雪资源，大力发展冰雪

经济，不断拓展“体育+文旅+消
费”冰雪经济链条，让“冰天雪地”
自然禀赋转化为富民强县的“金
山银山”。

“我早就想来滑雪了，这次终
于实现了愿望。这里雪上项目挺
多的，除了滑雪还有其他的项目，
山脚下还有民宿、庖汤宴供大家
体验，体验感非常好。”高妍说。

交通的变化是紫柏山滑雪热
的重要因素。以前，从张良庙到
营盘公路有 23.6 公里，均是越岭
线山区公路，坡陡弯急、技术指标
低。2022 年该段公路实施改造提
升后，路程缩短到 20.3 公里，同时
配套了路肩、水沟、安防等安全措
施。冬季道路冰雪封冻和雨季道
路塌方，长期制约车辆和行人出
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 现 在 路 好 了 ，可 以 直 接 开
车到紫柏山停车场。”来自汉中的
自驾游爱好者王明金说。记者沿
途看到，从 张 良 庙 到 营 盘 、情 人
谷 、紫 柏 山 景 区 ，自 驾 游 车 辆 络
绎不绝。

留坝县为深入挖掘冰雪旅游
资源，全面改造提升滑雪场基础
配套设施，差异化开发了赏雪嬉
雪、冰雪运动等新项目，新引进网
红猫咖新业态，集合撸猫、摄影、
咖啡、餐饮、文创等，将“冷资源”
打造成“热场景”。同时举办冰雪
季摄影大赛、乡村民俗文化活动、
冬季体育赛事、研学冬令营、趣味
运动会等活动，不断开发产品供
给，在冰雪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倾力打造“冰雪盛宴”。

随着冰雪运动旅游热度不断
提升，一些客商和返乡创业的年
轻人瞄准了商机，在滑雪场周边
修建民宿，开办酒店、农家乐等，

带动村民就业。位于紫柏山国际
滑雪场山脚下的营盘村，民宿如
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村民郭丛琴从 2023 年开始，
成 为 村 里 一 家 高 档 民 宿 的“ 管
家 ”。“ 民 宿 离 家 近 ，家 里 也 能 照
顾，每个月工资底薪加提成 4000
多元，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营
盘村村民郭丛琴说。

留坝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全产业链，从冰雪旅游产品优化、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基础设
施升级、市场运行和保障机制健
全、旅游发展环境改善等供给侧
发力，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多业
态的四季旅游产业体系。

留坝：冰雪经济带动就业消费两旺
本报记者 姚远

本报讯（张莹 周梓英）
1 月 16 日，笔者获悉，2023
年，凤县留凤关镇以产业发
展 为 抓 手 ，提 质 增 效 为 目
标，充分挖掘本土资源，着
力打造特色品牌，集体经济
发展行稳致远。

2023 年，留凤关镇围绕
“ 一 椒 一 麝 ”和 食 用 菌 、魔
芋、烤烟等特色产业，用足
用活乡土资源，不断做大做

强林麝、花椒主导产业，大
力 发 展 烤 烟 、魔 芋 连 片 种
植，持续发展食用菌、鲜桃
等特色产业，真正把生态优
势、资源优势转化成了产品
优势、产业优势，为产业振
兴提供强力支撑。目前，全
镇林麝存栏 1.3 万余头，栽
植花椒 6000 余亩、烤烟 500
亩、食用菌 30 万袋、中药材
7700 亩，中蜂 16418 箱。

为创新特色产业发展模
式，留凤关镇引导企业、村
集体经济联合社、农户等多
方协同发力，围绕鲜桃产业
探 索“ 集 体 经 济 + 农 户 + 企
业”发展模式、围绕花椒产
业谋划“产业托管”发展模
式、围绕林麝产业创新“共
享麝区”、“村村联建”、“村
企联建”、“村社联建”发展
模式。截至 2023 年底，留凤
关镇林麝“联建合养”项目
收 入 56 万 余 元 。 此 外 ，12
个 村 集 体 经 济 联 合 社 总 收
入突破 1000 万元。

2023 年，留凤关镇争取
项目资金 598.28 万元，实施

财 政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项目 12 个。按照农旅融
合发展要求，依托千年银杏
树、长青书院、南山别院等
资源，利用苇子坪老村委会
闲置房屋，改造民宿 10 间，
打 造 苇 村 山 驿 精 品 民 宿 一
处，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务工
就业，实现了发展村集体经
济和带动群众增收的双赢。

下一步，留凤关镇将继
续打好乡村发展“组合拳”，
以 更 有 力 的 举 措 推 进 一 二
三产业协同发展，让特色农
业的“品牌”更亮，产业融合
的“力度”更强，乡村振兴的

“路子”更广。

凤县留凤关镇：特色农业百花齐放

1 月 11 日，由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组织的丹凤
县 2024 年就业援助月暨保障重点企业用工专场招
聘会在丹凤县商镇举行。招聘现场，2 家县内重点
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及 6 家县内重点企业、3 家县内人
力资源公司参加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74 类 4000 余
个，参会及咨询群众达 1000 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112人。 贺甜 记者 靳天龙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敏 通
讯员 刘祥意） 1 月 15 日，记
者了解到，2023 年，旬阳市
立 足 资 源 优 势 和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实 施“ 扩 林 果 、提 烟
草、精养殖、强魔芋”的发展
思路，紧抓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建设，聚力开展畜禽肉类
产业链建设，实现一业带动

百业兴。
2023 年，旬阳市对全市

23 家生猪产业链企业实施
扩建提升，改造圈舍 3000 平
方米，开展能繁母猪良种补
贴 3500 头，全市生猪良种繁
育 场 扩 繁 能 力 和 区 域 良 种
猪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突出
设施配套，扎实开展养殖场

改造升级行动，畜禽肉类产
业链企业产能大幅提升；突
出链主建设，扎实开展“标
准化建设年”行动。积极推
行“链主企业+骨干企业+合
作社（大户）”发展模式，鼓
励 引 导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建 设
自有养殖、加工基地，通过
标准认定、订单收购，不断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此外，旬阳市还突出安

全养殖，对养殖场户实施网
格化管理，确保动物疫情及
时、规范上报；突出绿色发
展 ，积 极 推 行 养 殖 上 山 、

“藏”猪于山，实施“养殖—
沼肥—林果蔬—生态农业”
循环发展模式。

旬阳市：扎实开展畜禽肉类产业链建设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1 月 17
日，记者获悉，近日省粮食行业协会
公 布 了 陕 西 西 瑞 粮 油 工 业 有 限 公
司、陕西粮农华州储备库有限公司
等 20 家 2023 年陕西省放心粮油示
范企业名单，并为企业授牌。此次
陕西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有效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深入推进我省优质粮食工程
建设，促进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省
粮食行业协会进行了 2023 年省级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认定工作。经企
业自愿申请，市、县粮食行业协会初
审推荐，省粮食行业协会组织专家
综合评审和公示，20 家企业被认定
为陕西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

其中，粮油加工示范企业 15 家，
分别为益海嘉里(兴平)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陕西西瑞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陕西鑫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陕西利民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汉晶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市
天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汉中三国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勉县定军米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南郑县金正米业有限
公司、洋县永辉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陕西金福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渭南市永泰油脂有限责任公司、汉中
市华瑞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康
市硒源油脂集团有限公司、靖边县红
盛农产品有限公司；示范仓储企业 3
家，分别为陕西天山西瑞面粉有限公
司、陕西粮农华州储备库有限公司、
汉中市南郑区峰禾粮油有限公司；示
范配送中心 2 家，分别为陕西军粮供
应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商丹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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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略阳县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深 入

黑 河 镇 高 家 坎 村 桃

园、接官亭镇接官亭

社区猕猴桃园，向果

农 传 授 果 园 冬 季 管

理 技 术 ，使 果 树“ 休

眠期”变“充电期”，

为 来 年 果 树 丰 收 增

产夯实基础。

赵新红 邓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