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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安县张山镇仰山村滁谷食品
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上，一袋袋包
装精美的山茶油正通过传送带有序进
入仓储区。这家成立于2017年的村企
联建企业，通过“电商+实体+农户”的
创新模式，将当地特色农产品转化为乡
村振兴的“金名片”。

“我们的山茶油从原料到成品，全
程可追溯。”企业负责人高一军指着生
产车间的智能监控系统介绍道。作为
入驻天猫、拼多多等 14 家电商平台的
食品企业，滁谷食品已建成近 3000 平
方米标准化厂房，配备全自动化生产
线。其开发的坚果炒货、橄榄油、山茶
油、亚麻籽油、芝麻油、酱料调味品等
系列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
地区。

“电商让仰山的农产品插上了翅
膀。”村党支部书记刘海燕翻开账本，
2024年村集体通过厂房租赁和项目分
红，实现增收 29.84 万元。更令人欣喜
的是，企业带动180余农户发展订单农
业，回收农产品5.2万斤，临时用工400
余人次，户均增收超3000元。

在电商直播间里，销售主播正在推
介新上市的亚麻籽油：“这款油独具
ω-3 丰富特性和优越口感，让每口都
尽享健康美味……”这种“电商直播+

基地直供”模式，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
近6万斤。

仰山村村民刘宝琴在工坊负责包
装工作：“在家门口上班，每月能挣
3500元，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像她这样
在工坊稳定就业的村民有15人，人均年
收入达4.2万元。

“我们企业 2024 年被评为 AAA 级
新型经营主体，获得340万元金融授信，
用信270万元。”高一军向我们描述着新
绘制的企业发展蓝图，未来，企业将进
一步建设区域性农产品深加工研发中
心，着力构建“原料基地-生产加工-品
牌营销-电商实体销售”全产业链条，形
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农业深加工
企业。

站在厂区外，高一军指着不远处的
桃园说：“我们的规划不止于生产端。”
依托仰山村连续十四届滁州市桃文化
旅游节积累的文旅资源，滁谷食品正打
造“电商+文旅”融合模式。这种“线下
体验+线上消费”模式让消费者从“买产
品”变为“品文化”。随着滁谷食品的快
速发展，仰山村正从传统农业村向现代
化电商村华丽转身，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持久动能。

（刘 涛 沈献龙）

电商驱动“新引擎”
春风又绿江南岸，千亩桃林映笑颜。3

月29日，一年一度桃文化旅游节在来安县
张山镇仰山村桃文化广场如期开幕，吸引
了周边数万游客前来赏花游玩。在桃文化
广场上，本地农户们正热情地向游客推介
着自家的特色农产品，空气中弥漫着芝麻
油的醇香。这热闹的场景，正是来安县张
山镇深耕“桃文化”、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
生动写照。

“桃花象征着长寿、吉祥，这些香包都
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张山镇仰山村
村民李大姐在今年的桃文化节农产品展
销会现场，她正在向游客积极推介独具地
方特色的“桃”文创产品。“游客看完桃花，
总要带点特产回去，一天能卖五六百元！”
她笑着说。今天是桃文化旅游节，每年都
能吸引大量滁州、南京、合肥及周边游客
赏花踏青。在展销区另一头，来自邻镇的
王师傅正忙着给游客装芝麻油，“这是我
们镇的老字号芝麻油，平时卖得一般，但
在桃花节期间能卖出几个月的量。”桃文
化旅游节的持续举办，带动了张山镇生态
观光休闲旅游的发展，促进了特色农业的
进一步壮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个节庆带动一方经济，自从举办桃
文化旅游节后，不仅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
长三角地区的水果经销商也纷至沓来，打

开了桃的销路，“桃经济”在村里遍地开
花。“以前游客都是来看完桃花就走，现在
不一样了。”张山镇仰山村刘书记指着张山
镇游客接待中心介绍道。张山镇游客中心
不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还专门设置了农
产品展销区，常年展示销售本地特色产
品。走进展销中心，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桃
木工艺品、芝麻油、桃胶等特色商品。“这些
都是我们镇村民自己做的，平时也有游客
来买。”工作人员小张介绍，“特别是周末，
很多城里人专程来采购。”

张山镇通过赏花踏青、田间采摘、摄影
书画大赛等形式，大力开发文旅融合发展
项目，不断放大品牌效应，先后建设了桃文
化广场、桃文化馆、桃产品展示馆、桃文化
彩绘墙等一批旅游文化设施，开发了千年
古树、桃花泉等一批打卡点，吸引了上万游
客。从“卖桃子”到“卖风景”，从“农产品”
到“文创IP”，张山镇仰山村的实践印证了
农旅融合的乘数效应。

夕阳西下，游客中心的广场上依然热
闹非凡。张山镇仰山村刘书记望着熙熙攘
攘的人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们要
让‘桃花经济’常开常艳，让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如今，张山镇正以桃为媒，走
出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振
兴的“桃花源”正照进现实。

（严雨阳）

农旅融合“桃花源”

春风轻拂，张山镇万亩桃林如霞似锦，
粉浪翻涌间暗香浮动，蜜蜂振翅搅动甜
香。漫步桃林，农文旅融合的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自 2012 年首届桃文化旅游节举办以
来，张山镇仰山村以节为媒，将“小桃子”做
成“大产业”。该村的村民是变化的见证
者，早年他们开拖拉机进城卖桃，常守至日
暮。如今，桃园里种植锦绣、黄金蜜等品
种，成熟期从5月延续至8月，采摘游客络
绎不绝、经销商抢购，村民年收入超 10 万
元。村里更建起交易市场、物流中心，高峰
期日销鲜桃20万斤，沪浙苏客商络绎不绝，
桃产业年产值突破千万元。

该镇桃文化广场北侧，桃文化展销中
心热闹非凡。仰山油桃、“馨雨阳”绿色鲜
桃晶莹饱满，黄桃罐头色泽金黄，桃胶、桃
木手链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摊主手持桃
核手串介绍：“桃核寓意和美，盘玩后愈发
红亮，是游客最爱！”经交流得知，这位曾经
的养猪户，如今依托手工文创，实现了致富

增收，以自家沼气池造型为灵感设计的“桃
气宝罐”熏香炉，将养殖技艺与桃文化的创
新结合，引得客商竞相购买。

步入仰山村，蜿蜒的旅游环线两侧，
桃枝低垂，花瓣轻拂游人衣襟。孩童嬉笑
着穿梭林间，汉服爱好者手持团扇，倚树
留影，衣袂与落英共舞。望“桃”亭内，古
筝悠扬，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将春色定
格。目前，该村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
完善，民宿与农家乐点缀乡野，村合作社
联动农户，开发农事体验区，游客可亲手
制作桃罐头、酿制桃花酒，沉浸式感受农
耕乐趣。

如今的张山镇，正在延伸产业链，结合
文化与旅游，打造“四季有景、三产融合”的
美丽乡村样板。夕阳西下，桃林镀上一层
金辉。村民庭院中，笑声与炊烟一同升
起。这片土地，正以桃花为信，让农、文、旅
的根系深融，生长出多元交织的乡村振兴
新图景。

（程芷郁）

小镇种出“致富桃”

清晨六点，桃花村乐邦农业的育苗大棚里
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技术顾问小薛在
棚中穿梭，仔细检查着育苗盘里的菜苗长势。
嫩绿的幼苗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似
乎在迎接新一天的阳光。

“这批油皮丝瓜101苗再有半个月就能移
栽了。”小薛轻轻拨开一片叶子，细心地指着根
系说，“这种丝瓜抗寒抗旱，我们采用穴盘育苗
技术，成活率能达到 95%以上。培育周期 40
天，现在时间刚刚好。”在大棚的另一头，几名
工人正忙碌地将培育好的辣椒苗装车。这些
优质种苗将被送往周边农户的大棚，很快，油
皮丝瓜101苗也将踏上同样的旅程，为农户增
产增收助力。

育苗是乐邦农业产业链的第一环，也是至
关重要的基础环节。公司每年培育各类蔬菜
种苗超过200万株，不仅自营基地需求得到满
足，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优质种苗服务。“好苗
子才能种出好蔬菜。”公司负责人张俊成坚定
地说。

十年前，桃花村的蔬菜种植还处于“单打
独斗”的状态。村民王秀兰回忆道：“那时候都
是种点自家吃的，多了就挑到镇上卖，卖不完
只能烂在地里。”回忆起往事，王秀兰不禁摇头
感慨。

转机出现在 2019 年。返乡创业的张俊成
创办了乐邦蔬菜配送有限公司，建起了现代化
大棚，并采用“合作社+基地+大户+脱贫户”的
联农带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与800多家农户
合作。“现在公司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还包收
购，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王秀兰说。去
年，她家靠种菜收入超过了8万元。

走进乐邦农业的种植基地，整齐的连栋大
棚映入眼帘，犹如绿色的海洋。大棚里，几名工
人正在采摘成熟的黄瓜，动作娴熟。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了，每月工资3000多，
还能照顾家里。”村民张大姐一边麻利地采摘，

一边笑着说。像她这样的本地工人，多数是附近村的留守妇
女。“我们不仅要让村民有活干，更要让他们掌握致富技能。”张
俊成介绍道，真正实现了“就业不离乡，增收有保障”。

下午五点，公司的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热闹非凡。村民们
陆续送来新鲜采摘的蔬菜，过秤、登记、装车，一派繁忙景象。“现
在每天固定时间来交菜就行，价格透明又公道。”正在排队的老
李笑着说。“基地采摘的蔬菜与集散中心收购的500亩菜农的地
产鲜菜一起，通过订单农业模式销往江浙沪。”销售经理指着正
在装车的冷链货车说。

除了传统的批发销售，公司还积极拓展新兴渠道，直播带
货、社区团购、预制菜加工。“上个月我们通过直播卖出了2万株
蔬菜苗。”负责电商的小王兴奋地说，“很多城里人在阳台种菜，
我们的种苗特别受欢迎。”

夕阳西下，又一批满载蔬菜的冷链车驶出桃花村。这些新
鲜的蔬菜，将在明天清晨出现在长三角市民的餐桌上。

在育苗大棚里，新一茬的种苗正在破土而出。张俊成轻轻
抚摸着嫩绿的幼苗，满怀期待地说：“这些小菜苗，就是我们乡村
振兴的希望。”

如今，桃花村的蔬菜产业已经形成了“育苗－种植－加工－
销售”的全产业链。正如该村党支部书记所说：“从一粒种子到
一棵菜苗，从一棵菜苗到一车蔬菜，我们让土地生金，让村民致
富，这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 （李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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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倒桥村，春意盎然。走进张山
镇“果乐园”共富工坊的千亩果园，粉白
的桃花竞相绽放、葡萄藤上开始冒出淡
绿色的新芽，嫩叶轻轻舒展着……村民
们正忙着疏花、修剪着藤蔓、施肥，一派
繁忙的春管景象。

“果乐园”共富工坊位于风景秀丽
的倒桥村，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电商平台滁谷食品有限公司的支持，共
同打造了一个集试验种植、生态采摘、
果蔬深加工和农村电商于一体的综合
性现代农业项目。工坊的成立旨在盘
活村里的闲置资源，通过引进先进技术
和设备，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户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据倒桥村党总支书记高向阳介绍，
自工坊成立以来，已先后与周边300余
名农户签订了合作种植协议，回收各类
农产品6500斤，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果乐园”共富工坊
注重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引进先进的

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术，开发出一系列
高附加值的果蔬产品，如黄桃罐头、桃
胶等，并通过电商平台迅速打开市场，
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除了经济效益外，“果乐园”共富工
坊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提供就业
机会、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当地
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目前，工坊已累
计带动700余人次就业，人均增收5000
元。同时，工坊还定期举办电商培训、
直播拍摄等活动，帮助村民掌握电商运
营技能，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果乐园”共富工
坊已经成为倒桥村乃至整个张山镇乡
村振兴的一个亮点。据悉，张山镇将继
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
培养力度，推动“果乐园”共富工坊等现
代农业项目的持续发展。同时，该镇将
进一步拓展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
大力量。 （徐康佳）

共富坊 富一方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阳春三
月，来安县张山镇怒放的万亩桃花娇艳欲滴，灿
若云霞。主题为“醉赏桃景 春游滁州”的2025年
中国滁州桃文化旅游节“携”香来袭。

3月29日，桃文化旅游节首日。美丽的桃花
吸引了两万多名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赏花踏青，
悠然行走在桃林间的游客们，三五成群，或挑枝
留影，或细嗅桃香，穿梭在桃花林中的孩子们，追
逐嬉闹，笑脸与桃花相映成趣。据悉，此次文旅
活动将持续至4月20日。

看着家门口如织的游人，仰山村村民陈良松
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陈良松是仰山村最早种植
桃树的那批人，早在1995年，在大部分同乡都还
在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等传统农作物时，他便响
应村里的号召，在自家的 3 亩多地里种上了桃
树。“收成还不错，就是卖桃太难了。”陈良松回忆
到，到了桃子收获的季节，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开
上拖拉机把桃子运到城里，找个路口等顾客上
门，常常要等上一天，才能把一车桃子卖完。

“零散种植不成气候，种出规模，种出名气才
能打开市场。”仰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燕介绍，
2004年开始，张山镇组织当地农民去山东参观、
学习，并从山东请来了技术员，带领、指导大家种
桃树，发展“桃经济”。渐渐地，仰山村的桃园面
积发展到2000余亩，每到阳春三月，连片桃花次
第开放，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踏春赏花，首届桃
文化旅游节也应运而生。

自2012年开始，仰山村依托桃产业，大力发
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该村在围绕“环境美、田
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目标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
同时，还新建了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环线、游
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深入挖掘“桃文化”，修
建桃文化展示馆、望“桃”亭、网红打卡点，修缮千
年古树、桃花泉等景点，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游客
体验。目前，该村已成功承办 14 届桃文化旅游

节，共吸引 100 多万名游客前来游玩采摘，2020
年，仰山村入选首批安徽省特色旅游名村名单，
2021年该村又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2021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第一年桃花节，我们都傻了，从来没见过那
么多人，第二年有了经验，村里人纷纷把鸡蛋、山
芋等农产品搬到路边兜售，两天功夫，全村的鸡
蛋卖得一个不剩。”陈良松说，仰山的桃子出了
名，上海、浙江、江苏的水果经销商都来了，为了
方便群众卖桃，仰山村还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并
在桃园边上建起了瓜果交易市场、物流服务点。

到鲜桃成熟时，桃文化广场上停满了全国各地的
大货车，高峰期时，每天有20多万斤鲜桃从仰山
村运往全国各地。

桃子有了好销路，陈良松又流转了26亩土地，
种植了锦绣、金蟠99、早金霞油蟠、霞辉10号、黄金
蜜7号等多个品种，“不同品种成熟期不同，保证从
5月下旬到8月底，我们的树上都有鲜桃。”陈良松
说，除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经销商，前来采摘
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桃子成熟的时候，到了周末，
每天桃子的采摘收入都能达到2000余元。“我家桃
子已经好多年没进过市集了，最多的一次，家门口

停了二十多辆来买桃子的车，我现在不出仰山村，
桃子就能全部卖完。”陈良松说，靠着这20多亩桃
林，他每年能有十多万的收入。

看准了仰山村的“人气”，隔壁庞河村的蔡建
禹也来到仰山，流转200亩土地，发展“猪—沼—
果”循环农业。购置沼气设备，将养殖产生的猪
粪从涵管直接排入发酵池，经发酵后，沼气自动
压入储气罐，用来做饭、发电，沼液则自动流入废
液池，代替复合肥料。“用沼液浇灌出来的水果，
虫害少，个头大，口感好，再加上仰山村的人气，
来采摘的人多，上门收购的水果经销商也多，我

们就只管种，不愁卖。”蔡建禹说，农场种植了桃、
李、杏、枣、西梅、樱桃等多种水果，每到成熟的季
节，采摘、收购的人们便闻香而来，“养殖加上种
植，一年净赚40多万。”蔡建禹的笑容里满是丰收
的喜悦。

高悬的太阳将温暖的阳光撒向大地，给千亩
桃园镀上一层金光，穿行于错落有致的民居之
间，敞开的大门里，家家户户都在有说有笑地忙
碌着，“村里环境变美了，产业兴旺了，我们的腰
包也鼓起来了，日子越过越好，比我们种出来的
桃子还要甜。”陈良松笑眯眯地说。

文旅搭台“桃天下”
——来安县仰山村因地制宜发展桃产业

苗竹欣

一群身着汉服的游客在桃花林里游玩。 徐 艳摄 桃文化旅游节期间开展的民俗表演。 徐 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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