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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开展了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本版以我区 5个上榜村在拓展农业多种功
能、发掘乡村多元价值、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丰富创新业态类型、强化联农带农作用、建设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景点等方面为着力点，讲述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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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休闲乡村的“和与美”

走进灵武市郝家桥镇胡家堡村，远远看
见湖面微波荡漾，离湖不远处的沙滩上一个
个白色的帐篷宛如海边的度假小屋，景观大
道、烧烤区、垂钓区、特色民宿……好一个休
闲幸福的小渔村。

“我们的渔村、农家乐、民宿、287米景观
步道建设已经完工。还有游泳池和钓鱼池，
夏天让游客在小村庄也能感受到海滩的度假
风光。”胡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吴海宝说。

得益于区位优势和水产资源，胡家堡村
按照“支部引路、项目带路、产业铺路”的思

路，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流转土地 1572亩，
让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

2017 年，胡家堡村围绕改善苇湖周边
环境、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以每亩 500 元的
标准，流转盘活闲置苇湖 104 亩，争取实施
灵武市美丽乡村等项目，精心打造胡家堡

“渔村”，建设 2 个中心湖庭、6 座鱼池，由村
集体负责经营管理。2018 年，“渔村”被中
国休闲垂钓协会指定为西部垂钓基地，先
后举办全国性垂钓大赛 25 场次，不仅为村
集体带来稳定增收，也成为胡家堡村一张

靓丽的名片。
“在建设渔村的这几年，村里办了很多实

事。眼瞅着村里的变化，打心里高兴！”村民
纪彦花说，每天她都会到湖边转一转，闲了就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生活惬意。

今年，胡家堡引进客商投资 236万元发展
特色种植产业，试种水果玉米和麒麟西瓜，打
造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并在果
园采摘区发展林下生态经济，示范养殖 2000
只肉鸡，实现党群互惠互赢。

目前，胡家堡村现有渔村、生态鸡养殖

等特色旅游资源，以及草编、天桥庙、乡村
大舞台等民俗文化。胡家堡村旅游产品丰
富，有农业观光区、亲子游乐体验区、民俗
体验馆、采摘园和户外活动广场等，村内景
观、文化独具特色。

“修建沟渠、建设景观长廊、种花，只要我
能干的我都干。能为村里出力的同时还能有
收入，日子美着呢。”村民梁明坦言，有不少村
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接下来，我们要打造向日葵花海、薰衣
草庄园，继续融入精品农业采摘园等旅游元
素，全力打造集餐饮服务、休闲采摘、特色民
宿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基地，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农旅融合、党群共富的乡村振兴
路。”吴海宝说。

走进青铜峡市叶盛镇
蒋滩村，高标准暖棚里种
植着车厘子、无花果等特
色瓜果，有的果实已经挂
上了枝头。“咱们这边的光
照充足，土壤条件好，在温
棚里还可以养殖蚯蚓，为
果树提供天然有机肥，种
出来的水果口感更好。”村
民叶伏说。

“今年我们村先后建
设高标准移动式拱棚 200
栋和日光温室 21栋，打造
集高效节水、滴灌、水肥一
体化技术的百亩示范点。”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陶小波
说，尝试“南果北种”发展新
模式，不断拓展农旅融合特
色经济产业链，让乡村美起
来，让村民富起来。

“蒋滩村的生态观光
产业示范园、果蔬、稻草人
以及农业雕塑艺术作品十
分受青睐。”前来观光的游
客表示。截至目前，蒋滩
村已经建成特色农家乐、
民宿 6 家，打造生态观光
产业示范园，建设集生产、
加工、包装为一体的特色
农产品深加工车间，搭建
电商产业平台，满足吃住
行游购娱学等休闲旅游要
素，成为当地有名的网红
打卡地。

近年来，蒋滩村以特
色产业领航乡村振兴，融
合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科
普教育、健康养生等要素，
打造成集特色产业、旅游

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

“2021年，蒋滩村成立由蒋滩、正闸、张庄
三村组成的产业联合党支部和广联农业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吸纳集体资金 215万元，打造占
地 300 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实现‘理念共
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蒋滩村党支部书记
包辉说，预计今年联合社年产值将达到 250万
元，正闸村、张庄村村集体收入分别达到 50万
和30万元。

推行“果园鸡”“稻田鱼”“温棚果”等立体
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吃住行、游购娱、研学游”
一体化，截至目前该村累计接待游客 11 万人
次，农民人均年收入 20000 元，实现销售收入
80万元。“这两年村上妇女在村里打工，大家的
日子都越过越红火。”村民严春兰说。

“我们将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着力打造有明显地域特点、生态环境优美、文
化氛围浓厚、旅游品质优良的新农村、新景区，
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包辉说。

走进吴忠市利通
区古城镇新华桥村灵
芝生态产业园，色彩绚
烂的灵芝盆景让人爱
不释手；大棚里，一株
株灵芝色泽光鲜，长势
喜人。

“目前灵芝种植加
工、灵脂醋制作和旅游
年收入 6000万元，形成
集餐饮、住宿、果蔬采
摘、灵芝加工为一体的
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格局。”该产业园负责
人余斌说，每年吸引 8
万余名游客，带动周边
700多人就业。

在该村鑫隆兴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蔬菜大棚内，五彩小番
茄挂满枝头，合作社负
责人周雪在大棚里忙
碌着。2019年，周雪在
新华桥村流转土地 200
亩，新建钢架大棚 27
座，用于种植蔬菜。几
年间，合作社带动周边
劳动力就业 150 余人，
人均年收入增加 6000
元，带动周边 50余名农
户共同发展，每户种植
果蔬年收入增加 1.1万
余元。

“每次来新华桥村
都有新变化，独具特色
的精品民宿、花样繁多的农家小吃、越来越好
的生态环境。”游客李红梅说。截至目前，该
村已新建及改造民宿 14家，其中 11家民宿改
造完成开始运营。

近年来，利通区古城镇采取“政府投资完
善基础，社会投资打造亮点”的模式，积极推
动新华桥文旅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由本村
村民建设的灵芝生态园，形成观光体验、美食
品鉴、主题乐园等丰富业态；引进企业与村集
体合作改造“河边院子”等特色民宿和田园风
光综合体，建成集现代休闲农业观光、瓜果采
摘、特色民宿、青少年劳动实践研学游等为一
体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链。

2019 年 2 月，新华桥村被国家发展改革
委评为首批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先后完成游客接待中心、健康步道、民
宿、滨河大道黄河景观水系等旅游基础设施，
新增产业项目 15个，成功举办了首届农民丰
收节、房车帐篷文化节、金秋红枣采摘节等大
型旅游活动。

“通过借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华桥村
每年接待游客数量 11万人次，通过乡村旅游
直接或间接带动近 2000人增收致富，户均增
收 1000元以上，休闲旅游业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金饭碗’。”新华桥村党支部书记陈奇
说，入选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将会给新华桥村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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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宁县余丁乡黄羊村被评为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黄羊古落”成
功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黄羊村是中宁县一个有 500年历史的
古村落，村里有园林、草原、湿地等，依山傍
水，环境优美。2020 年，中宁县引进企业
将黄羊古村落打造成为集文旅观光、研学
写生、美食康养为一体的大型休闲旅游区，
并配合枸杞文化等，加入非物质文化展览，
古村落焕发出新活力。

黄羊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黄羊古落
散落在百年枣树林中，神秘幽静。大大小
小的枣树有 3300多棵，还有苹果、香梨、核
桃、葡萄树……春分时节，走进村落，满目
姹紫嫣红，清新的空气中含着淡淡的芬芳；
到了秋季，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黄羊村党支部书记郭恒贵说：“近年
来，黄羊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
和村民收入实现稳步提高。结合村庄文化
底蕴和自然资源优势，黄羊村将农业、养殖
业与黄羊古落这一旅游 IP深度绑定，不断
为村民开拓着更多致富之路。”

黄羊村通过“黄羊古落”项目辐射带
动，打出“资源盘活+非遗传承+小产业”组
合拳，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盘活黄羊
村学校、老村部等固定资产，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达14万元。

2021年，“黄羊钱鞭”被列入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黄
羊村仅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
有3名。“黄羊钱鞭”第五代传承人刘自寿告
诉记者，黄羊村充分利用“黄羊钱鞭”全国非
遗文化资源，组建以村干部带头舞、党员群众
共同舞的“金鞭飞舞一路歌”为民小剧团，自
编自演“金鞭飞舞”“家书中的精神密码”等一
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节目。村里还建立

“金色黄羊”志愿服务队，吸纳志愿者260余
人，定期开展孝老爱亲、保护环境、普法宣传

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黄羊钱鞭、广场表演等
文化活动，文明之风浸润黄羊村。

“前些天，我们结合乡村建设和爱国卫
生运动，将巷道两侧的果树进行修剪，在村
部附近的小游园以黄羊为主题绘制墙绘
10 多幅，摆放了老物件，突出了乡土特
色。”郭恒贵说，黄羊村将进一步整合历史
文化、特色农业、民俗文化等，打造历史探
秘、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示范村。

中宁县黄羊村：

绘就“百年古村”多彩画卷
本报记者 杨志挺 文/图

“搬到养殖园区，我多养了十几头牛。”
隆德县凤岭乡李士村村民李莉盘算着。李
莉从多年前饲养两三头起步，到现在饲养
肉牛 30多头，年纯收入 10多万元，成为村
里出了名的肉牛养殖能手。

牛虽养得好，但李莉始终为扩大规模、
牛粪污染而发愁。“我已和村上协调好了，
赶在年底就让牛住进‘新家’。”就在李莉找
地方建牛棚时，村里的养殖园区建成了。
今年 10月，李士村争取项目实施肉牛养殖

“出户入园”工程，建成百头肉牛养殖园区，
帮助想扩大养殖规模的农户发展产业，一
并解决牛粪污染问题。

“全村肉牛存栏量 820 多头，但标准
化、规模化程度相对较低。”李士村党支部
书记齐永新结合村土地多、人口少的特点，
成立村集体养牛专业合作社，修建标准化
养殖园区。

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李士村发掘传
统酿醋、榨油、刺绣、石磨面粉等老手艺，依
托传统工艺、民俗文化、乡土人才，发展手
工食醋、土方胡麻油、石磨杂粮粉、荞皮枕
头加工等特色产业，恢复传统农村酿醋、榨
油工艺流程。

“土方醋传统酿造技艺，拥有家族代代
相传的秘诀。”齐永新说，酿醋选材本地出
产的五谷，以小茴香、沙棘、花椒叶、地椒为
佐料，以黄酒、酵面等引发和繁殖酵母菌，
经过七道工艺制成口味独特的五谷香醋。

李士村建成传统手工醋坊、油坊、石磨
坊、超市、荞皮枕头作坊和农机服务中心
6 个经营实体，探索建立利农联农机制，带
动村集体经济收入 544万元，户均增收 200
元至1600元。

李士村抓住美丽乡村建设机遇，对全
村土院落和土坯房进行全面改造，一排排

红砖青瓦的住房建了起来，水泥路、自来
水、污水管道通到家家户户，还用上了庭院
灯、热水器、水暖电炕、抽水马桶，配套了健
身器材。

环境改变了，生活改善了，老百姓的观
念也随之转变。李士村推行乡村文明实践
积分卡，建成“爱心超市”，村民通过参与环
境保洁、公益事业、护林防火等集体活动获
得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同时，建起了红色讲堂、移风易俗讲堂
和道德评议会，让孝老爱亲、互帮互助“新
风尚”深入人心。兴办休闲民宿，开发研学
旅游功能，结合朱庄河流域水系建成的醋
文化公园，吸引游客观光旅游，体验乡村
魅力。

如今的李士村，农家院落整洁亮丽，旅
游、养殖、种植、劳务、特色加工多元发展，
处处彰显着新时代农村喜人变化。

灵武市胡家堡村：

农旅融合展新颜
本报记者 张晓慧 文/图

隆德县李士村：

打造新时代美丽宜居家园
本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

俯瞰李士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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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白色的帐篷宛如海边的度假小屋。

蒋滩村生态观光产业示范园。

保留修缮的原始古村民居。

利通区第五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