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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营商环境突破年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进行时 让工业与旅游碰撞出更美的风景
孙海涛

宝鸡，一座依秦岭、沿
渭 河 矗 立 的 西 北 工 业 重
镇，闪亮的“工业名片”数
不胜 数。如今，在“ 文旅 商
体”融合的思路下，吉利汽
车、西 凤酒、农 夫山泉、宝
鸡卷烟厂等 13 家宝鸡造、
宝鸡产已入榜国家级、省
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推荐
名录。不得不说，宝鸡工业
与旅游正在新时代碰撞出
更美的风景。

相较于太白山为代表
的山水旅游和法门文化景
区为代表的人文旅游，我市
工业旅游“年龄”尚小。但它
以硬朗的工业风、产业链条
和生产、加工、销售的“旅游
环线”为特色，在宝鸡旅游
业中独树一帜，开辟出一个
崭新的“系列产品”，继而成
为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

工 业 旅 游 要 学 会“ 吸
髓”。宝鸡工业发达，其中
既有老牌劲旅，也有技术
尖兵，还有材料达人，更有
军工名企，这就要求通过

“筛选”，在工业旅游中将最
富有历史沉淀和典型特色
的工业精髓，一一展现在五
湖四海的游客面前。如此
一来，这些精挑细选出来
的工业旅游打卡地，不但
可以深层次满足游客旅游
消费需求，更能为工业发
展反向赋能。

工 业 旅 游 要 设 法“ 吸

睛”。不管旅游形态如何变
化，旅游的目的都是放松
心 情、增 长 见 识、体 验 文
化。从这一角度去看，宝鸡
工业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
底蕴，很多老工业旅游点
位上，不但拥有工业遗产
的代表性物件，见证着现
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更有
许多新工业企业，在各自
领域书写着与众不同的发
展传奇。这种新老结合，让
游客眼前的厂房、设备、产
品充满故事和温度，自然
能“吸睛”无数。

工 业 旅 游 要 能 够“ 吸
金”。工业旅游是对厂区、生
产线、生产过程的展示，更
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展示。这
种展示如果能够带来良好
的体验，是能够打动游客，
让其愿意为之“买单”的。这
就要求工业旅游点，必须着
力构建可观赏、可学习、可
消费、可互动的新消费场
景，增加企业作为景区的黏
性，形成工业文明与旅游要
素共荣共生的发展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这为推动工业旅游
高质量发展明晰了方向。在
这一方向的指引下，宝鸡工
业旅游大有可为，工业与旅
游势必在未来碰撞出更美
的风景。

市区巨一广场游园改造提升项目开工——

打造口袋公园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讯 （景璐）为进一步提升

经二路东大门园林绿化品质，助力

经二路商圈经济发展，近日，由渭滨

区城管执法局牵头设计，局属环卫

站负责实施的巨一广场游园提升改

造项目开工建设（见左图）。
据悉，此次改造在项目整体设

计上，以弧线为主，形成新的街道环

境，运用特色的石材铺装，打破原有

街道的密植种植形式，改造形成疏

林草地、视野开阔的新格局，局部设

置花箱小品、雕塑、座椅及商业景观

灯带等。同时，利用灯光艺术，突出

园区景观照明的亮点，对乔木植物

装置雾森系统，通过雾森及灯光渲

染出五彩斑斓的灯光氛围，既可以

净化空气，也可以降温降噪。在提升

城区绿化景观效果的同时，为市民

提供家门口的休闲场所。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投资 98

万余元，建设面积约 2300 平方米，

计划于 7月底建成投入使用。

凤县留凤关镇孔家庄村

撂荒地上种花椒  昔日荒坡变宝地
本报讯 （李依涵 邹佳儒）一

片片山坡开阔平整，一株株花椒

苗生机盎然，这是近日笔者在凤

县留凤关镇孔家庄村百亩花椒园

里看到的场景。这片昔日的荒草

坡，通过发展种植花椒，如今已成

为欣欣向荣的致富宝地。

“这片地位置较为偏僻，又是

不好打理的‘绺绺田’，时间一长就

长成了荒草坡。”孔家庄村党支部

书记汪显明介绍道。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今年初，村上盘了120余亩

撂荒地，购买花椒苗1万余株，建

成了百亩花椒园。在种植中，他们

采取“一窝一苗”的方式，花椒幼苗

的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在花

椒树没有成林前，村上指导群众在

园中套种土豆，以改善土地肥度、

增加土地效益。

目前，该花椒园由村集体经

济主导，群众通过劳动、管理等方

式入股参与。第二年苗木长大后交

给群众自行托管和经营，收益由群

众和村集体按照7:3的比例分成。

“这样可以保证技术实施效果，降

低村民的投资风险，实现群众收益

最大化。预计花椒园将为村集体带

来10万余元的收入。”汪显明说。

麟游县两亭镇丰和寺村 90 后小伙

返乡创业养肉兔  带头奔向致富路

本 报 讯 （李 依 涵 任 凯
航）“肉兔养殖场现存栏突破

了 5000 只，四川、重庆的订单

最近不断在增加，销售额又创

新高。”6月 9日，在麟游县两

亭镇丰和寺村的肉兔养殖场，

返乡创业的“90 后”小伙马智

分享着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今年 31 岁的马智是土生

土长的丰和寺村人，2020 年，

在外打工的他响应家乡产业

发展号召回乡创业，准备发展

养殖肉兔产业。但在当时，养兔

在麟游县还是个新产业，规模

化养殖方面一片空白，马智更

是遇到了新手养殖肉兔成活

率低的难题。“当时，村上干部

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马

智说。没有经验，就先试养 100

只，自己不断探索实践；缺少

技术，村干部就带着他多次前

往甘肃等地学习先进养殖技

术；资金不足，村“两委”成立

专项小组，多方奔走积极协助

解决。马智的养殖技术日渐提

高，兔子越养越好，肉兔养殖场

也在村上的帮助下，于 2021 年

7 月顺利建成，逐渐形成规模

化养殖。

“养殖场年收益在20万元

左右，主要品种有伊普吕、新西

兰等，这些品种的繁殖能力强、

成活率高、增长速度快，70天

就可以出栏销售。”马智说，他

创业梦想的实现，离不开丰和

寺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他要

当好带头人，带领更多的人共

走致富路。探索发展肉兔养殖

产业的成功也让丰和寺村有了

发展的新思路。今年，该村投资

85万元建设万只兔场，将于今

年 7月底建成投用，预计年产

值可达80万元。

扶风县

颁发首张一照多址个体户执照
本报讯 （石宝军）“本以

为需要办理新执照，没想到只

需要按照‘一照多址’备案一

下就好了，省时又省力。”扶风

县新区便利店负责人索女士

高兴地说。近日，扶风县市场

监管局新区市场监管所办结

了首张“一照多址”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

据了解，索女士开了一家

便利店，注册地在扶风县新区

南二路，近期她计划在新区的

锦逸花园小区开一家分店。索

女士所说的“一照多址”，即同

一区域内的经营主体，在住所

以外的本县区域内增设经营

场所，可以免于办理分支机构

登记，只需向营业执照登记机

关申请“一照多址”营业执照，

就可以实现在同一行政区域

内，“一张营业执照，多个地址

经营”。

“一照多址”改革是“营商

环境突破年”进一步提升办事

便利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最大

限度降低了经营主体增设分

支机构的时间和成本。今年以

来，扶风县制定了《推进营商

环境突破年实施方案》，更好

地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

同时，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

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把重

心从监管向服务偏移，切实推

动全县营商环境优化突破升

级。扶风县将大力推广“一照

多址”“一件事一次办”“周末

延时服务”等便民利企措施，

为各类经营主体和广大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陇县

志愿服务进社区  提高创文知晓率

本报讯 （宋文君 张建
英）开展创文创卫知识问

答、发放宣传资料……6 月

10日，陇县志愿服务队走进

新城社区，通过寓教于乐的

宣传（见上图），进一步提高

居民创文知晓率。

“环境要人人爱护，

从不乱扔纸屑不随地吐

痰做起，另外还要将垃圾

分类投放……”当天，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

街头，向路过群众宣讲创

文创卫的知识，并在现场

设置了 4 个问答点位，点

位志愿者以日常生活相

关的创文知识为题，让群

众抢答，答对问题的都有

精美小礼品相送。同时，

在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

方发放创建省级文明城

市等宣传资料，面对面宣

传，提升群众的创文知晓

率、参与度。

通过此次志愿服务活

动，让更多的群众自觉遵守

文明公约，积极投身到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的行列当中，

营造了人人参与“创文、创

卫”的浓厚氛围。

陈仓区

1.8万盆花卉扮靓街头

近 日，陈 仓 区 城 市 管
理执法局对虢镇大道绿化
带节点处的时令花卉进行
了更换。此次更换时令花
卉 约 1.8 万 盆，主 要 选 择

了适应性强、花期长、耐高
温、颜色靓丽的石竹、勋章
菊、天人菊等，为虢镇大道
整体绿化景观增色添彩。

        董璐摄

马智 （右） 检查肉兔生长情况

村民给花椒幼苗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