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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行走在临洮大地，一幅新时代美丽画卷映入眼帘：蓝天白

云下，新瓦白墙整齐雅致；田园山林间，农林阡陌清新宜居……

走进马家窑村，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马家窑彩陶仿制品和一

处处花园小径尽收眼底。“以前，村前屋后堆满农具和柴草，出门时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我们借助乡村建设示范村项目对

马家窑村进行风貌改造，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吸引了更

多的游客来旅游观光。”马家窑村党支部负责人说。近年来，临洮县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建成了岳麓山景区、卧龙湾洮砚水

镇等文化旅游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农旅融合已

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时节进入初冬，临洮县洮阳镇边家湾村的温室大棚内却暖意融

融、绿意盎然，与外面初寒的气候形成鲜明对比。村民李培英正在

棚内打理着白菜，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白菜长势喜人。“温室大棚蔬菜

在秋冬季深受欢迎，不愁销路。”李培英目前经营着 20 多座大棚，已

经是种植大棚蔬菜的行家。据了解，边家湾村 2023 年全村蔬菜种

植面积 1100 亩，其中设施蔬菜占蔬菜种植比重的 55%，边家湾村在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丰富了冬日“菜篮子”。

走进临洮县的洮河香业制香工坊，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面而

来，几名工人正在配料，和好的香料送至加工车间，不一会儿便生产

出了几十香箩的香条。这些香条经过晾晒阴干，进入最后的包装环

节。李启华是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洮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他

不但传承了洮香制作的精湛技艺、摸索出了手工加机械的生产模式，

而且还尝试将当归、党参、艾草、丹皮、牡丹、玫瑰等加入香料中，让洮

香的香气飘散更远。目前，洮香制作技艺已经申报了省级非遗项目。

近年来，临洮县积极整合农文旅资源优势，培育打造乡村旅游

新业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 凯

执农旅融合之笔 绘乡村振兴 景新新

甘肃临洮洮河国家湿地公园锁林村段冬日风景。

马家窑村彩陶步道将文化和村容村貌相结合，让整个村子散发着厚重而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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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开展剪纸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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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阎 建 林 正

在制作彩陶。

游客从文化墙前走过。

洮河香业制香非遗工坊工人正在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