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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洞村洞天池提质改造完工，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观光打卡；青山洛水乡村旅游区开园，
深受区内外广大游客青睐；梅洞村岜拱寨垌场
生态文化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研学……近
年来，河池市金城江区九圩镇积极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瞄准市场发展，科学统筹规
划，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增强联农带
农能力，持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立足资源禀赋 农旅发展焕生机

近日，记者走进九圩镇牙洞村，夏季的
洞天池、水上森林、拉庙码头游人如织，不
少游客在这里悠闲烧烤、开心戏水，享受这
舒心的清凉时光。而据说在秋冬季节，牙洞
村 200 亩砂糖橘硕果累累，游客也可尽情体
验采摘的乐趣。

据了解，该村成立的河池市金城江区洞天
美原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党建+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将赏荷、摘莲、品尝莲子宴等

休闲旅游体验项目“串珠成链”，打造了一张
乡村特色农旅发展“名片”。该村的洞天美原
景区也因此获评为自治区四星级乡村旅游区；
2023年，牙洞村获评金城江区文明村。

在上级旅游部门的支持下，该村利用专项
资金和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对龙宜出水口进行
改造升级，建设、升级园区设施，并引进能人
投资，完善旅游区管理制度，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

守住绿水青山 农旅发展促转型

“仰头见绿树、俯身见碧水”，在该镇洛水
村，一幅乡村美景图正徐徐展现在人们的眼
前。

“靠山吃山”的自然优势在洛水得到了充
分体现，林木经济让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同时，洛水村村民还大胆设想“不仅
依山，还要靠水。”该村将无人问津的荒野浅
滩打造成风景宜人、服务周到的小众旅游胜
地，发展乡村休闲旅游项目。为促使项目落地

见效，洛水村成立“党员先锋队”，创新发展
“党支部+村集体+公司+能人”模式，有效整
合各方资源，通过村“两委”指导、村集体投
资、公司运作、能人管理，解决了“谁建设、
谁经营、谁管理、谁监督”的问题。

2023 年的中秋节期间，青山洛水乡村旅
游区开业，开展了竹筏观光、水上烧烤、全地
形越野山地车……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体验。
洛水村摇身一变，成为畅游山水的“网红
村”，带热周边乡村旅游。该项目共带动30多
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村级集体经济每年
增收7万余元。

“在村‘两委’的督促下，旅游区工作人
员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让游客吃得放心、玩
得舒心。”据洛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韦荣积介绍。当前，青山洛水乡村旅游区正
在利用上级支持的集体经济资金进行二期建
设，不断提升园区“颜值”，增加娱乐设施，
努力打造水上旅游胜地。“我希望未来的青山
洛水既‘出圈’又‘出彩’。”韦荣积说。

厚植文化底蕴 文旅发展添活力

走进该镇梅洞村岜拱屯，感恩亭、贤德碑
林、农家木屋、百家姓文化长廊、弘农家风馆
……在这个小山村，融合区域自然资源与地域
人文特色的建筑随处可见。

这是九圩镇党委、政府深化拓展“党建+
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镇引进不少在外发展的人才回村
建设，其中退伍军人杨再林回到家乡，建设岜拱
寨垌场生态旅游园区。园区以民俗体验、家风
传承、文化研学为切入点，集姓氏文化、历史
文化、廉政文化、家风文化、农耕文化于一
体，打造“文化原味乡村”特色生态养生旅游。

如今，岜拱寨垌场生态旅游园区将旅游与
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同步建设、同向发力、同
频发展，已成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美
育教育实践基地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广西姓
氏文化传承基地。

（韦詠仁 韦福珍 吴航宇）

生态旅游探新路 青山绿水引客来
——金城江区九圩镇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6月 30日，在昭平
县昭平镇裕益村乡里缘
有机茶种植基地，茶农
们正在忙碌有序地采摘
茶叶，确保及时供应市
场。图为茶农在抢抓农
时采摘夏茶。

（黄旭胡 摄影报道）

6月29日，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三团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村民在种植、采收猪肚菌
和晾晒木耳。近年来，三江扎实开展招商引
资、招商引技、招商引智工作，大力引进食用
菌龙头企业，以“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产业，全力打造食用
菌“育种+种植+产销”全产业链，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推动食用菌产业成为侗乡强村
富民新路子。图为村民在基地采收猪肚菌。

（龚普康 摄影报道）

6月29日，在蒙山县蒙山镇甘棠村“十万蜜意”养蜂场，县林长办与
县蚕业站的工作人员来到该养蜂场，了解养蜂发展情况。近年来，蒙山县
以林长制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将养蜂作为林下经济养殖类主
导产业来抓，全县常年养蜂量在 18.6万群左右，年产蜂蜜 3000吨左右，
被誉为“广西养蜂第一县”。十万蜜意养蜂场是蒙山县推行林长制，发展
林下经济的示范基地，常年养蜂250群左右，年产蜂蜜5000公斤左右，产
值50万元。图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打开蜂箱了解养蜂情况。

（黄胜林 何兴奎 摄影报道）

近年来，藤县依托高岭土资源优势，建
设 150条线生产线的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
先后引进新舵、协进、欧神诺、蒙娜丽莎等
陶瓷生产企业入驻园区。如今，陶瓷产业已
经成为藤县工业发展、群众增收的拉动力，
已带动 2 万多名藤县本地居民实现就近就
业。该产业园曾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授予的“中国陶瓷产业基地·
藤县”产业集群官方命名。图为航拍的藤县
中和陶瓷产业园全景图。

（黎杰源 摄影报道）

藤县：陶瓷产业带动
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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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

昭平：

采摘夏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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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菌业添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