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6月 10 日 星期六7 文 旅

陇 右 古 城 焕 发 新 活 力陇 右 古 城 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 赵赵 梅梅

每年 6 月，甘肃省天水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

浓郁的节日氛围。6 月 22 日，天水将举办公祭

伏羲大典。

“伏羲文化是天水最突出的文化品牌，也是

我们发展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天水市博物馆

馆长刘玉璞说，天水公祭伏羲由来已久，相沿成

习。1988 年，天水市政府恢复历史上的公祭伏

羲典礼。2005 年起，公祭伏羲大典由甘肃省政

府主办，确定每年 6 月 22 日举行；2006 年，太昊

伏羲祭典列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地跨长江、黄河流域的天水，历史上曾是陇

右 第 一 重 镇 ，其 自 然 风 光 也 集 北 雄 南 秀 于 一

体。大地湾遗址中 8000 年前的宫殿式建筑，

六出祁山、大战街亭的三国古战场，中国四大

石窟之一的麦积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天水的人文底蕴厚重悠长。

如此“天赋异禀”的文旅资源，如何转化为

经济优势？

唤醒历史资源

2014 年 8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公祭

伏羲大典成为甘肃长期保留举办的重点节庆活

动，每年举办一次，同时举办海峡两岸共祭伏羲

典礼，实现海峡两岸同日同时共祭。每年公祭

伏羲大典期间，都有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华人华

侨和国际友人自发前往天水参加祭拜，开展经

济文化交流活动。

在天水伏羲庙门口的国风馆，衣架上展示

的各类汉服光鲜华丽，馆内定制婚礼秀的标牌

引人注目。

今年 2 月初，在天水伏羲庙举行了首场明制

汉婚秀，身着乌纱补服、凤冠霞帔的一对新人依

次完成了三梳礼、奠雁礼、沃盥礼、执手礼等一

系列传统明制汉婚礼节，不仅让观礼者欣赏到

别具一格的传统文化盛宴，也让更多人加深了

对伏羲文化的了解。

“在伏羲庙举行婚礼意义重大，不仅可以体

验传统的婚礼礼节，还能弘扬伏羲文化。”天水

市民刘婷观礼后深受触动，便和男友商议也在

伏羲庙举行明制汉婚婚礼。

《白虎通义》记载，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

定人道”。始制嫁娶，是伏羲功绩之一。天水市

博物馆文化产业部伏羲庙国风馆负责人刘亚芳

说，该馆是对伏羲城原有建筑清代戏楼的开发

利用，通过汉服体验、汉服婚礼和抛绣球等体

验，让游客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文化为载体，深入挖掘伏羲文化内涵，与

游客需求结合起来，提供体验性、互动性的项

目，是天水传统旅游业提档升级的关键。

在天水西关古城内，有众多明、清和民国时

期的建筑遗存，是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和保

存较完整的明清时期居民院落群。随着岁月剥

蚀 ，这 片 建 筑 群 也 曾 遭 遇 年 久 失 修 的 问 题 。

2018 年，天水古城西关片区综合保护与利用项

目一期工程启动实施，经过 3 年多的大规模全面

修复，西关古城已于去年 6 月对外开放。

“古城的开发利用，如果一味求古，脱离现代

生活，就会陷入困局、难以为继。”甘肃公航旅天水

名城保护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姚东说，

要将古城的灵魂与外表、古风和现代风格充分融

合，才能增强古城生命力。为此，他们以“乡愁源

头、城市客厅”为理念打造古城，根据游客消费需

求设计业态，提高文旅融合的产业活力。

走进西关古城，在特色餐饮区有地方小吃、

罐罐茶等传统饮食，在非遗街区可以体验麻鞋、

泥人等民俗文化，休闲娱乐区的艺术咖啡、轻酒

吧、文创商店等又能让游客感受时尚生活。

“ 随 着 古 城

整体布局的优化，商户入驻率由年初的 40%提

升到目前的 85%，5 月份游客入园人数达到 15 万

人次。”姚东说，他们正逐步打造自营业态，与天

水市歌舞团合作创作沉浸式演出，让更多游客

深度体验天水，逐步提高外地游客在客源结构

中的占比。

丰富旅游供给

天水红山试验机厂为参与我国第一颗试验

通信卫星研制从沈阳引进的大型工业天平，天

水星火机床厂自行设计制造的牙条机，天兰铁

路通车庆典场景⋯⋯走进天水工业博物馆，便

翻开了这座老工业城市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2012 年，天水市根据工业企业发展需要，制

定鼓励工业企业“出城入园”政策，天水长城控

制电器厂等一些在“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企业

逐步搬迁到工业园。老厂区留下的不同时期的

建筑和工业设备、生产工艺、档案资料等成为这

段发展史的时代痕迹。

“这些宝贵的工业遗产具有显著的时代特

征，承载着一代人扎根西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

格，对于长期工作于此的建设者、劳动者及其家

庭具有特殊的情感价值。”天水市工业博物馆馆

长冯振文说，为保护好工业遗产，天水市按照

“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决定利用长控厂

旧址修建天水工业博物馆。

天水工业博物馆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启动

建设，收藏有企业的生产设备、产品、文献资料、

图片影像资料等 22428 件，建筑包括展厅、游客

接待中心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2021 年 3 月建

成并试运营，今年 5 月 18 日正式免费开放，至今

已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成为甘肃乃至西北地

区首家综合性工业博物馆。

“工业旅游集科普、研学、体验等于一体，为

旅游历史遗存、生产工艺等资源；旅游则为工业

带来了附加值，如品牌提升、产品推广、形象宣传

等。发展工业旅游，对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

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

冯振文说，天水工业博物馆采用公益性和商业化

运营相结合的模式，前者主要发挥保存收藏、陈

列展览、宣传教育、研学科普等功能，后者通过对

宾馆、商业区、咖啡厅、闲置厂房等进行合理利

用，创造经济效益，以实现“以馆养馆”的目的。

近几年，天水市提出打造文旅农康融合发

展试验区，通过多业态抱团，辐射带动乡村旅

游、休闲农业、中医中药、健康养生等产业发展，

目前已呈现出融合互动的良好发展态势。

在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李官湾村的花舞南

山 文 旅 度 假 区 ，一

场百人越野自驾狂欢刚刚

落下帷幕。镶嵌在青山之中的玻璃吊

桥、高空漂流、民宿酒店、露营基地以及亲子乐

园等项目丰富了天水乡村休闲旅游的供给。

“景区紧邻天水南郭寺景区，系利用荒山荒

坡地打造而成。因为距离市区近，成为很多市

民周末休闲游的选择。”天水花舞南山文化旅游

度假区负责人黄焱说，“五一”小长假景区接待

了 10 万人，平常周末能接待 4000 人左右。

今年 33 岁的李官湾村村民黄文亮以前在天

水城区的饭店当厨师，度假区开业后，他便在美

食街租赁了一间店面开起烧烤店。“现在不仅能

顾家，收入也比以前多。”黄文亮说，作为当地村

民，他还享受度假区免租金优惠，随着度假区的

持续建设，未来他还会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

延长产业链条

“今年‘五一’小长假，麦积山大景区游客服

务中心新建的地下停车场试运行，对游客进行

了分流，根据麦积山石窟游览人数的动态变化，

将游客有序输送到山脚下。”天水市麦积山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负责人刘通

说，根据测算，麦积山石窟日承载量 9600 人，峰

值达到 3000 人便处于拥挤状态。

旅游旺季，高峰时段游客拥挤是不少知名景

区普遍存在的难题。为此，麦积山大景区管委会

在距离石窟 10 公里处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游

客服务中心的建成使麦积山大景区旅游综合服

务功能更加完善，通过影院、剧场和商业体验区

等各类业态，丰富景区产品体系、提供优质游

览体验，为景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填补了

景区此前空白，也让游客通过文化体验

产品更好地了解麦积山的文化及景区

概况。”刘通说。

如今，新建的麦积山大景区游

客服务中心智慧系统已基本建设

完成，通过高空鹰眼监控系统可

实时观察到园区的游客动向和聚

集点，便于合理安排工作人员疏

散或引导游客进入景区。

在麦积山主题邮局，石窟明信

片、石窟拓片、石窟雕塑复制品及各

种 画 册 等 文 创 产 品 吸 引 了 很 多 游

客。“盖上麦积山主题邮局的纪念戳，

给朋友或自己寄一张明信片，是景点打

卡的一种方式。”麦积山主题邮局工作人

员王静说，以麦积山和石窟元素制作的明信片

很受欢迎。

近年来，天水植根地域文

化特色，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

路，全力构建大文创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天水

已培育扶持飞天雕漆、汉唐陶艺、柒礼文创、66号

文创园等文创旅游商品生产企业 60 余家，并鼓

励市博物馆、大地湾博物馆等单位加大文创产品

开发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创旅游商品的研

发，生产了极富天水元素的特色文创旅游商品

1000多种。

在伏羲庙文创商店，各类有伏羲文化元素

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伏羲庙文创商店工作人

员邓芳菊说，纪念币、书籍、书签及车挂等文创

产品销量最好。“我们设计制作了香灰福袋、琉

璃手串、龙凤香囊、打卡册页，羲皇福饼和羲皇

奶茶也很受欢迎。”天水市博物馆馆长刘玉璞

说，博物馆已开发文创产品 110 多款，仅去年就

开发出 10 款。

为留住游客，天水市博物馆还充分利用伏

羲庙外广场进行文创商品展示和秦腔展演等，

增加体验性、互动性活动。刘玉璞说，通过有针

对性的设计文创产品和活动，实现了“可体验、

可消费、可带走”的文旅产业延伸。

今 年 1 月 至 5 月 ，天 水 市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755.1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99.05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18.92%和 112.09%。“五一”小长假期

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679.09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 40.99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6.88%和 11.84%，创历史新高。

文旅业较为普遍的产

业“短板”是：文化资源丰

富，但呈现载体不足，“有

得说没得看”；景区虽然精

彩，但业态供给不够，“有

得看没得玩”；游客人数不

少，但消费水平不高，“有

得玩没得赚”。如何打通

资源向产业转化的通道，

用手头资源炒出一盘佳肴

甚至做出一桌大餐，是推

进 文 旅 融 合 绕 不 开 的 课

题，也是很多旅游资源富

集地区的“必答题”。

要放大文旅产业综合

效应，打好旅游牌，吸引游

客心，赚到游客钱，就要号

准当前旅游消费的脉，找

准文旅融合发展的路。随

着观光游向休闲游、景点

游向全域游转变，传统旅

游产业的自循环也在向各

种“旅游+”“+旅游”转变，

游客看重的不仅是资源，

还有便捷通畅、丰富多元

的旅游体验，这对文旅产

业的规划布局、开发模式、

运营管理都提出了考验。

对于文旅资源种类、

特质和品位独特又丰富的

地区来说，既要充分发挥好资源优势，也要加快补

齐产业短板。

一方面，下好统筹布局的全域一盘棋。近年

来，很多地方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以“串点

成线”“众星捧月”等理念，通过景区联动、品牌整

合、线路统筹、打包营销等方式，实现了产业的全

域覆盖、资源的全域开发。在拓展产业开发空间

的同时，增加了游客驻留时间，提升了产业效益。

另一方面，做好丰富业态的供给一条龙。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早已超出

“游山玩水看古迹”的范畴，沉浸式、体验式的游玩

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与此同时，文旅产业的跨

界功能正在加快释放，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的产业

模式已经落后，这对旅游供给的多元化、智慧化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打造处处可游、时时可游

的“旅游无所不加”模式不仅是一时潮流，而且是

大势所趋。

此外，还需织好要素融合的产业一张网。文

旅产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吃住行游

购娱”的旅游基本六要素看起来简单，真要做到融

合却不容易，而且从传统中做出创新点、满足延伸

要素更难。近年来火爆的一些网红景点、文创、演

出等，各有特色和“爆点”，或是营造新场景，或是

利用新科技，或是迎合新需求，但根本上还是在要

素融合上做出了创新。如果将文旅产业比作一张

大网，那么一个个要素就是网结，只有这些关键点

做扎实了，整张产业大网才更有收获力。
奇 山 异 景 出 深 闺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游客乘坐直升机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镇上空

盘旋，俯瞰地面，茂密的森林中大地突然裂开了

一条缝隙，这便是建始的恩施地心谷景区。在

地心谷景区内游览，目之所及皆是风景，玻璃

桥、皮筏艇、地心飞仙、空中魔毯、地心天眼⋯⋯

每一个项目都能给游客带来不同的体验。

建始县胜景迭出，素有“楚蜀门户”“川鄂咽

喉”之称。过去受交通限制，奇山异水、峡谷峰

林深藏于大山。如今，高铁列车的开通让地心

谷、野三峡、花硒谷这些景点变得容易触达。因

为气候凉爽，每年来到建始县花坪、高坪、官店

等乡镇避暑度假的游客超过 10 万人次。

“从北京到武陵山脉深处的建始，坐动车不

用换乘，非常方便。”不久前，在北京师范大学读

书的江西籍学生杨颖专门和同学来建始游玩。

“在‘五一’小长假旅游高峰期，每天坐动车

来建始的游客有上千人。”高坪火车站站长张勇

说，高坪站位于沪汉蓉通道宜万铁路中段，仅高

坪站每天就停靠 33 趟动车。

恩施地心谷景区副总经理向金说：“从高铁

站到景区接待中心只需 3 分钟，游客接待量在

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 50%，过去游客以武汉客

人为主，现在则来自全国各地。”

游客人数倍增，强烈刺激了经营主体的投

资积极性，加快了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步伐，吃、

住、行、游、购、娱等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建始旅

游产业链条不断拉长。

为提升游客体验、丰富旅游业态，地心谷景

区拓展了不少游乐项目。“为让游客沉浸式体验

峡谷之美，我们推出了玻璃桥、皮筏艇、地心飞

仙、空中魔毯、地心天眼、步步惊心等项目。”向

金说，景区还新建了乾坤湾酒店、太空舱酒店，

扩建崖舍酒店，配以夜间开展篝火晚会、美食等

活动，实现了多业态同步发展。

高坪镇借助恩施地心谷景区、花硒谷康养

小镇和高坪火车站，在全镇发展民宿 400 多家，

给当地村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高坪镇镇长

田杰说：“以前受交通和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的限

制，人们到地心谷一般是‘半天游’。现在铁路

设立了高坪站，可进入性更高了，景区和镇上配

套服务设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来地心谷的游

客越来越多地从过境游变成了住地游。以地心

谷为龙头的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必将对全

镇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大影响。”

数据显示，建始的旅游业在高铁开通后得

到快速发展，全年接待旅客从 2010 年的 30.5 万

人次提升至去年的 66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从 1.69 亿元增长到 35 亿元。

此外，“药+旅”融合也推动建始的旅游经

济更上一层楼。“五一”假期，在官店镇长岭生态

农场，一幅“绿荫婆娑、百药生香”的美妙画卷扑

面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看林下贝母

花开，纷纷用手机、相机拍下最美好的瞬间。

“农场充分利用高山特殊的自然和气候条

件，在长岭生态农场 3000 亩林地种上厚朴树。

每到开花季节，漫山遍野的花儿在树林下绽放，

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地。”长岭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梁满超说，发展林下中药材一举

两得，不但能收获中药材，还能带动赏花经济。

春赏花，秋挖药。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始县依托自然

资源优势，在高山乡镇打造中药材标准化示范

园、林下生态示范基地和湖北贝母品牌。以种

植了万亩牡丹的花坪镇为例，每到 4 月中旬，牡

丹花争相绽放，带火当地乡村游；秋天，可以挖

秋牡丹根入药，既能饱眼福又能鼓腰包。

随着一大批中医药企业的落地，建始县中

医药精深加工水平不断提升。全县有规上企业

4 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69 家、中药材初加工企

业 3家，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地重要产业。

建始县县长李永太说，建始将擦亮“康

养 金 地·和 美 建 始 ”金 字 招 牌 ，以 打 造 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为抓手，以“宜恩神”

区 域 旅 游 一 体 化 发 展 为 契 机 ，立 足

大生态、构建大交通、发展大旅游、

打 造 大 产 业 ，充 分 发 挥“ 土 、硒 、

茶 、凉 、绿 ”特 色 优 势 ，全 力 推 动

乡村振兴，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献更大建

始力量。

有资源还要会

﹃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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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青山环绕的麦积山石窟青山环绕的麦积山石窟。。

图图②② 藉河穿城而过的天水市区藉河穿城而过的天水市区。。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游客在天水市工业游客在天水市工业

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摄摄

湖北建始花硒谷一角湖北建始花硒谷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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