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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

大型主题采访行动

走进巍巍                感受中华祖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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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陵

之特色种植

行动支持

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连日来，在
秦岭腹地太白的采访之
行，不管是看到的还是
听到的，都在印证着这
个真理。

走进秦岭深处，会
发现这里的山和水都仿
佛置身于不被打扰的秘
境之中，保持着最原本
的样子。尤其是在黄柏
塬原始森林，每一条河
流都晶莹剔透，每一棵
树木都姿态不同，连溪
边的青苔、小草都颇有
几分“妙手天成”的诗
意，且行且看，会让人禁
不住感叹 ：原来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胜过任何一
位高明的艺术家。

山里的人，房子依
着山，生活靠着山，对秦
岭的情感深厚而朴实。
在采访中经常能听到这
样的故事，村民把受伤的熊猫幼崽送
到保护站，即使是被“野性不改”的羚
牛撞伤，也是赶紧跑到保护站报告情
况。也许是在日复一日和大山的对望
中，被秦岭的博大和坚毅陶冶，他们
靠着智慧和勇敢脱贫，却仍保留着纯
朴的真性情。

没 有 被 现 代 工 业 污 染 的 原 始
生态环境，是地球上真正的“世外桃
源”。“眼含笑意”的绿水青山，也许是
大自然对人类最温柔的回报。

青山依旧 遍地花开
本报记者 周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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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关系？对地处秦岭腹地的太白县

来说，这曾是一个难以抉择又很难

双全的问题。如今，该县通过不断探

索，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呈现出

青山依旧、遍地花开的好风光，走出

了一条“生态”与“经济”比翼齐飞的

发展之路。

近日，宝鸡日报“走进巍巍秦岭，

感受中华祖脉”采访团来到太白县，不

仅感受到这里绿水青山的原生态自

然风光，也看到了百合花、鲁冰花、大

田蔬菜等特色种植的田园风光，这些

“绿色经济”与“美丽经济”，让太白群

众在青山绿水间脱贫致富。

家家都有菜园子
“咱这儿的大田蔬菜，是天然

无公害的，基本都供给高端市场，

根本不愁卖。”在采访中，太白县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志

国站在咀头镇塘口村的蔬菜基地，

自豪地说。

高山蔬菜是太白县富民强县的

主导产业，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10.2

万亩，该县 86% 的耕地种植蔬菜，

85% 的群众从事蔬菜生产，可以说

是家家都有菜园子。其中贫困户年

种植蔬菜达 6370 余亩，实现产值

3482 万元，是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的好产业。

在太白县蔬菜种植基地，可以

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环绕的群山是

层层叠叠的绿，山下的农田是接天

无穷的绿，这两种绿色交相辉映，把

秦岭山间的好生态展现无遗。

由于生态环境好，好山好水也

种出了好蔬菜。如今的太白蔬菜畅

销国内 50 多个大中城市。其中 17

个蔬菜品种获得国家绿色食品A 级

认证和欧盟、美国有机蔬菜认证， 

“太白甘蓝”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太白高山蔬菜

（甘蓝、花菜、白菜、萝卜）成为“生态

原产地保护产品”。

在蔬菜大田，经常能看到各种

分布规律的杀虫灯柱和黄色的粘虫

板。赵志国介绍，为了保障无公害蔬

菜的品质，近年来太白县在蔬菜种植

基地大面积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和病

虫害绿色防控，这些杀虫“神器”就是

通过物理防治来减少病虫害发生。

处处都是好风光
地处秦岭腹地的太白县，不仅

是绿色的海洋，也是花的海洋。七

里川的鲁冰花海、鳌山滑雪场花

海、路平沟花海、白云村百合花海，

都是爆红朋友圈的网红打卡地。从

5 月到 8 月，各色花朵次第开放，粉

色、紫色、红色、白色，有的花朵是

层层叠叠的渐变色，有的是一株花

开多种颜色，让观者赏心悦目，神

清气爽。

种花能致富？对于太白县群众

来说，这曾经是根本不敢相信的事

情，而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帮很多贫

困户摘了穷帽子。七里川村村民邓

明明原本是贫困户，正是靠村上的

“花海经济”过上了好日子。至今他

仍然觉得这个经历像做梦一样：“一

开始有帮扶单位让

村上种鲁冰花，大

家觉得种花不能吃

不能用的，根本没

人愿意，结果第一

年种了几亩地，就

引来了不少人看

花。”后来村上开始

大面积种植花卉，

赏花带来了旅游收

入，群众还可以在

花田务工挣钱，村

上集体经济育花苗

也增加了群众收

入，村民依托花卉

产业多头致富。

有人说，同样

的成功不能复制，

但太白县的“花海

经济”却不仅能够

成功复制，而且还

越来越有创意，越

来越红火。白云村

的百合花海，不仅美名远扬，而且

给村上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增收效

果。140亩百合在青山绿水间怒放，

吸引了省内外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同时带动食用花卉、鲜花采摘、农

家乐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贫困户

户均年增收 2000 元。如今村上还

建设了观光步道、景观桥、停车场

等基础设施，将废弃不用的土坯房

设计成别具特色的民居，让人恍若

走进一幅“岭涧白云·田园秘境”巨

型山水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与“经济”比翼齐飞的发展模式，

让太白县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收

获了金山银山。

太白县咀头镇的村民在菜地里除草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游客在太白县白云村的百合花海拍照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