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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
关中                       新样板“未来乡村”

（上接第一版）村庄民居更时尚。区

上邀请长安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选派

专家教授担任“驻村设计师”，创新推进村

庄民居改造，确保有院子、有车位、有给

水、有供暖、有排污、有清洁能源，吸引原

乡职业农民、归乡农业合作社带头人、城

市成功人士返村居住和创业，保留民居原

有纹理，逐步凸显恒温、恒洁、恒智等“六

恒系统”地域特色。

向“圈”而行更便民。按照“服务村民、

吸引市民”功能定位，区上加快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普惠共享。镇、村卫生院（室）标

准化建设达标率 100%，建成 15 分钟医疗

圈；科学配置体育健身设施，打造 15 分

钟健身圈；利用晁峪幼儿园、晁峪中学校

舍资源，引进专业机构创办养生康健、机

构托养、日间照料康养中心圈。

乡村旅游综合体更和美。聚焦诗画晁

峪河、生态旅游交通走廊和邻水田园服

务、秘境原乡度假、野外运动拓展组团的

“一河一廊三组团”空间布局，渭滨聚力打

造集民俗文化体验、山乡休闲度假、户外

运动拓展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全面

构建引领低碳生活、呈现未来元素、彰显

关中韵味的现代化新农村，确保有人来、

有活干、有钱赚。

为了打造国内乡村旅游目的地，区上

谋划实施总投资 9.8 亿元的重点项目 84

个，集成“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

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元素，引流旅

居爱好者、高端商务会议、亲子家庭等群

体，形成“宿集＋多元化”文旅新业态。目

前，按照 4A 级景区标准，区上投资 5000

万元，建成 9.6 公里乡村旅游专线，同步

实施“弱电全段落地”项目，建设 13.5 公

里沿河步道；投资 1700 万元实施晁峪河

生态治理工程，3 个村 28 个组分片分段

建设了生活污水一体化无害处理与循环

利用设施，生活垃圾实现市级集中处理全

覆盖，坚决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晁峪河。探

索建设村级天然气储备站，解决村民供气

供暖等问题。

做 强 产 业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产业兴则乡村兴。区上把产业兴旺作

为打造关中“未来乡村”首要任务，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持续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川村依托气候适宜、雨水丰润的食

用菌培育种植环境，先后建成食用菌大棚

45 座，建设菌种培育房、烘烤房及节水灌

溉等配套设施，引进云南昆明食用菌研究

所新品专利“金耳 4 号”，成立合作技术科

研工作站，投资 1000 余万元建成金耳智

慧云仓 34 座，注册“晁金儿”农产品商标。

探索村企联营合作模式，共同组建晁金儿

菌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派驻镇村干部入企

服务，促进金耳产业实现专业化管理、规

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今年产值有望突

破 2000 万元。

为了叫响“晁金儿”品牌，区上联合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组建了宝鸡金耳研究院

和食用菌产业加工基地，构建集菌种研发

生产、菌包制作培养、出菇示范栽培和产

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标准化全产业链，邀

请国内知名动漫公司量身定制专属IP 形

象，满足不同场景应用需求。目前，日产金

耳鲜品达到 2 吨以上，研发出金耳刺身、

金耳饮品、金耳羹等高端产品 9 种，金耳

菌宴“一桌饭”特色美食备受消费者青睐。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区上盘活闲置资

产、创新运营模式，做大做强集体经济“蛋

糕”，推动村级股份合作社实体化、法人化

运行，创新探索“闲置资源＋村集体流转

＋社会资本运营”新模式，将村集体建设

用地和闲置宅基地统一收储至村级股份

合作社，引入社会资本，盘活农村闲置

资源。同时，区上持续推进村民农

房与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

记，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坚

持与国有建设用地同

等入市、同权同价，切

实把分散的资源聚集化、模糊的产权明晰

化、集体的资源市场化，让沉睡资产变成

增值资本。

渭滨区委副书记刘维军告诉笔者：

“我们探索‘村村抱团、村企村社联动、职

业经理人入村共赢’发展运营模式，3 个

村以闲置集体土地和房屋评估作价 510

万元，联合成立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吸纳

社会资本现金入股 490 万元，合作成立峪

见新川股份运营公司，实行‘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统一营销、统一结算’，由管理公

司负责控股决策，运营公司负责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和整体运营，村民通过资产

入股、务工参与成为公司‘股东’‘员工’，

分红赚薪金。”

做 靓 文 化

满足游客娱乐新期待

坚持文化赋能，增强文化和旅游市场

主体活力，充分挖掘乡土文化、历史文化

和自然文化，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为

“未来乡村”强根铸魂，让游客看山望水忆

乡愁，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好地方。

弘扬档案文化，凝聚奋进力量。“六号

工程”遗址原是宝鸡档案后备库，也是留

给上川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弘扬档

案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区

上争取 8000 万元专项债项目，聘请中央

美院、中国建筑院等设计团队进行整体改

造升级，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式展示档案

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全力打造以档案文

化为主题，集干部培训学习、企业职工团

建、青少年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

教育基地。

传承乡土文化，办好乡村舞台。区上

以农民群众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要为

导向，整合文化长廊、文明实践站等阵地

资源建成“乡村大舞台”，邀请专业文化演

艺公司策划，在每周五、周六、周日为村民

和游客搭建才艺展示、文化下乡、文艺演

出等平台，广泛吸引更多群众参与，积极

创树“我们的村晚”等文化品牌，由“物的

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转变。

体验自然文化，加速农旅融合。依托

山水林田等自然资源，渭滨因地制宜发展

农旅融合项目，系统打造以“休闲、旅居、

体验、野行”为主的乡村休闲产业。品农上

川体验园可以让城市居民参与农耕生活、

感知农耕文化；沉浸式户外光影艺术体

验地视觉震撼、美轮美奂；森林拓展营地

集户外训练、丛林探险等功能于一体，吸

引更多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悟自然。

笔者在日兆山谷露营地看到，来自天水的

游客正在品美食、观山水、赏美景，架着手

机搞直播、当网红，玩得不亦乐乎。

做 精 善 治

蹚出乡村治理新路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基础性

作用。如何在“未来乡村”中下好这步棋？

渭滨区想得远、谋得实、走得稳，健全完

善数字化、网格化、物业化乡村治理体

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美安定。

数字乡村信息化。依托“数字

渭滨”平台开发“数字乡村”，区

上全面推动数字技术在乡

村的全方位、全角度、全

链条应用。村庄可视化

展厅、综治安防数

字云为乡村治

理 布 下“ 天

眼”，实现

数 据

充分汇聚、状态实时

感知、异常智能预警。

创新运用农业物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实现金耳产业智能

云仓种植，建设集展示、

体验、销售等功能于一体

的农特产品电商展销基

地，推动数字农业高质量

发展。

治理体系网格化。区上

探索构建“村组街巷”网格

化治理体系，将 3 个村划分

为 114 个网格，由村组干部、

党员代表分片包抓，推动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推进移风易俗，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强化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监督。建立“一村

一警一律师”制度，开展文明

家庭、优秀乡贤、道德模范等选

树活动，引导各类能人依法依

规参与乡村治理，促进项目回

归、资金回流、技术回援、公益

回扶。

物业管理市场化。区上坚

持以市场运营为主导，探索实

施农村物业管理模式，3 个村

通过联合成立市场化的村级物

业公司，对全村居民和乡村旅

游综合体内所有项目统一提

供卫生保洁、安保巡逻、水电

暖维修、基础设施管护等标准

化服务，常态长效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

成就未来。”渭滨区委副书

记、区长吴昱昕说，“我们

将以乡村全面振兴为契

机，遵循发展规律、体现

农村特点、注重乡土味

道、保留乡村风貌，加快

晁峪河乡村旅游综合

体建设，辐射带动全区

‘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让广大农

民乐享更加幸福美

好的现代生活，走

出一条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的特色之

路，成为关中

‘未来乡村’

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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