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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大地——

文旅融合兴 有景更有魂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河北深挖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

“我们请您观赏浑然天成的自然

风光、感受独具魅力的民俗风情、探

访厚重深远的关中文化、体验新奇别

样的特色旅游……”3 月 15 日，陕西

省咸阳市泾阳县副县长苏霆在位于

泾阳县的国家 4A 级景区郑国渠旅游

风景区内，向来自旅游界、媒体界的

代表推介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当

日，2019 咸阳踏青赏花旅游季启动，

泾阳县的安吴镇和郑国渠旅游风景

区被列入“赏桃花”最佳线路，苏霆所

推介的已远远超出了“赏花”范畴。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陕西各地积极行动，除了历史文

化景区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外，以自

然风光见长的景区也注重文化的挖

掘和引入，开辟出“有景更有魂”的旅

游新景观。

“渭城朝雨迎春到，繁花锦簇咸

阳城，文旅融合争奇艳，百花惹得游

人醉……”一名媒体代表这样评价咸

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郭群星发布

的 8 条赏花线路。当天启动仪式后，

现场观众赏的第一种“花”便是常年

盛开在咸阳大地上的优秀传统文化

之 花 —— 非 遗 和 民 间 艺 术 展 览 。

2700 多平方米的咸阳市非遗展示馆

通过民俗场景全尺寸还原方式，在

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支持下，对该市

的众多重点非遗项目生动展示。这

里常年免费开放，正在成为越来越

多市民和游客的游览目的地。

“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我

们要把咸阳迷人的春天、美丽的乡

村、多彩的民俗和厚重的历史呈现

给大家。”郭群星表示，要通过文化

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推出更多文化

和旅游精品路线，打造咸阳文 化 旅

游大品牌。

在西安市周至县竹峪镇丹阳联

村的红梅基地内，千亩红梅竞相开

放 ，吸 引 大 量 游 客 前 来 踏 青 赏 梅 。

除了娇态嫣然的红梅花，古典端庄、

唱腔高昂的秦腔演出和姿态翩跹、

民族风鲜明的旗袍秀更是将周至乡

村 旅 游 的 文 旅 融 合 之 美 展 现 了 出

来。周至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李

悦介绍，千亩红梅基地属于苏陕扶

贫协作项目，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当

地通过杏树嫁接红梅，变果木树为

景观树，发展苗木产业；通过建设旅

游观光点带动乡村旅游。来自周至

县旗袍协会的旗袍佳丽和周至县剧

团的秦腔演员在花海中挥舞长袖，

与漫山红梅交相辉映，形成一道亮

丽风景线。

“天气暖了，红梅开了，加上秦腔

演出和旗袍秀的独特魅力，游客纷至

沓来，在我家吃饭的人就多了，今年旅

游旺季预计收入在 8000 元/月左右。”

经营“雷家小厨”的丹阳联村村民雷

保 友 说 。 地 貌 风 光 与 人 文 特 色 结

合，让当地走上了“旅游＋产业”的

发展模式。

借助微信朋友圈等平台，陕西

省安康市紫阳县作家刘全军热衷于

点 赞 和 推 介 具 有 两 大 特 产 的 紫 阳

县。“请到我们紫阳来，我们的茶山

马上就要沸腾啦！”刘全军说，因为

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紫阳富硒茶

闻名全国，紫阳被誉为“中国名茶之

乡”，“紫阳民歌”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两者在

茶山上融合，构成了富有民俗风情的

“春之茶”文化旅游活动。

“茶香香在手指上，相爱爱在心

里头。山爱流水水常清，水恋青山水

长流……”刘全军向记者介绍，在 3月

底至 5月底举办的“春之茶”文化旅游

活动中，像这样的特色民歌在茶山和

人们心间回荡，唱出了茶乡文旅融合

发展的动人篇章。

对于国家 4A 级景区安康瀛湖风

景区来说，挖掘并展示景区的文化基

因一直是工作的重点。“2018 年，瀛湖

风景区中的金螺岛以爱情为主题进

行了提升，并建设了婚俗博物馆项

目，大大提升了瀛湖旅游的品质。”陕

文投安文旅公司品牌总监刘仰说，

2019 年，自清明节开始到“十一”黄金

周，瀛湖将推出 10项新的游客互动体

验类产品，包括瀛湖枇杷节、国际龙

舟节等主题活动，深化文旅融合，用

文化之魂助力景区发展。

有专家指出，文化和旅游合力开

发将是自然风景区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在陕西，随着各地文化和旅

游系统机构改革的相继完成，协作优

势、资源整合优势愈加凸显，各地的

优秀传统文化禀赋和影响力进一步

融入旅游业之中，旅游景区的吸引力

及流量优势也在不断突出文化的价

值，让广大游客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能

享受到文化大餐。

“旅游是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活

需求的幸福产业，是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会的应有之义。2019 年，陕西全

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将按照中央与文

化和旅游部安排部署，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要求，紧盯国际一

流文化旅游中心建设目标，持续抓

好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工作，不断

推动全省旅游高质量发展。”陕西省

文化和旅游厅新闻发言人、副巡视

员孟宝民表示。

春 风 和 煦 ，阳 光 明 媚 ，万 物 生

长。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万坪镇杉木村，胡廷贤正与徒

弟坐在自家门前，全神贯注地编织土

家族传统竹编，一根根粗细不同、金

黄或靛蓝的竹丝条在指尖灵活穿梭，

精美的图案转眼就被编织出来。

“制作土家族竹编用的都是生活

中常见的刀、斧等工具，从老人到小

孩，这里人人都会些竹编活。”54岁的

胡廷贤是湖南省省级非遗项目湘西

竹编制作技艺传承人，凭借高超的手

艺和敢于创新，他将万坪镇的竹编带

向了全国各地。

万坪镇位于永顺县北部，是远近

闻名的“竹编镇”，全镇几乎家家有篾

匠，竹编每天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销售

到全国各地。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

的是，就在十几年前，竹编一度成为

“夕阳产业”。

“随着老百姓 生 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竹编逐渐

被塑料、金属等制品代替，购买竹编

的人越来越少。”胡廷贤说，上个世纪

末，竹编的销路越来越窄，许多篾匠

都放弃了手艺，到沿海地区务工。

在 困 境 面 前 ，胡 廷 贤 选 择 了坚

守与创新。2002 年湘西州小背篓擂

台赛，胡廷贤独揽四项大奖，这次经

历让他看到了传统竹编的新市场。

原来出现在田间地头的普通生活农

具，逐渐被他创新为小背篓、茶具、提

包等商品，深受游客和年轻人喜爱。

此外，由他创作的大型竹编景观也出

现在各大展会和城市街头。

湘西竹编再次迎来“朝阳”，在胡

廷贤的带动下，当地百姓又纷纷拾起

了手艺，目前从业者有近200人。“在政

府的支持下，我们采取‘公司+农户’的

生产经营模式，每年能为当地百姓带来

上百万元收入。”胡廷贤说，来自全国各

地的竹编订单每天不断增加，产量还远

远满足不了需求，在这里只要勤劳肯

干，人人都有机会靠竹编脱贫致富。

55 岁的杉木村村民李毓书正在

家中完成胡廷贤的背篓订单，他给记

者算了笔账，4天完成一个背篓，能卖

600 多 元 ，一 个 月 就 有 4000 多 元 收

入。“我年轻时一个月能做 15个背篓，

可惜现在年纪变大，手脚慢了，不然

还能赚得更多。”李毓书说。

据介绍，永顺县目前正在探索“非

遗+扶贫”的发展模式。永顺县非遗

中心工作人员向金霞说，将湘西竹编

制作技艺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既能

传承发扬传统手艺，促进手艺人凭借

本领实现增收，又能通过技能培训，帮

助贫困户创业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胡 廷 贤 最 近 正 在 研 究 制 作 民

宿 竹 楼 ，他希望把湘西的竹编、竹雕

等技艺结合起来，让缕缕竹丝条创造

更大的价值。胡廷贤说：“把竹编手艺

传承下去，不能只靠情怀，更要让手艺

回归生活，让手艺人过好生活。”

湖南湘西：

缕缕竹丝编织致富梦
新华社记者 万志云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近日在石家庄召开的河北省政府常

务会议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大运河文化，为新时代彰显文

化自信作出河北贡献。

“大运河河北段沿线的遗产类

型多样、分布广泛、体量巨大、文化

价值高，具有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

征 ……”河 北 省 文 物 局 负 责 人 介

绍 ，大 运 河 文 物 本 体 、两 岸 地 上 文

物遗存和重要遗址、遗迹的保护是

重 中 之 重 。 据 了 解 ，2018 年 ，河 北

省 文 物 局 加 大 大 运 河 河 北 段 遗 产

研 究 保 护 力 度 ，安 排 邯 郸 市 、邢 台

市进行永济渠遗址勘探试掘，河北

省 文 物 研 究 所 开 展 了 大 清 河 流 域

文 物 资 源 调 查 、考 古 勘 探 工 作 ，并

编制完成《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河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入挖掘以

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将

以 大 运 河 流 经 河 北 的 主 要 城 镇 为

重 要 节 点 ，加 强 文 物 古 迹 、运 河 遗

迹 和 非 遗 的 发 掘 保 护 ，还 将 注 重

呈 现 和 传 承 非 遗 ，通 过 鼓 励 和 引

导 沿 岸 城 市 ，依 托 大 运 河 特 色 文

化 资 源 举 办 历 史 文 化 体 验 和 民 俗

节 庆 活动，打造“美丽河北·运河风

韵”品牌。

据悉，位于河北段大运河畔的

沧 州 、廊 坊 、邢 台 、邯 郸 及 所 属 县

（市、区）依据大运河文化特点，深

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亮丽文旅名

片，在惠及沿岸群众的同时为海内

外游客奉上多彩文化和旅游大餐。

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

馆、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祈福纳祥——辽宁松花石砚制

作技艺精品展”3月 21日在北京恭

王府博物馆开幕。展览从松花石

砚的传统制作技艺入手，展出仿

制清宫旧藏松花石砚和一批现代

创新作品。

松花石砚以“品埒端歙”，成

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推崇的

文房用品，后随着清王朝的衰败

而式微，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制

作技艺被重新挖掘与恢复。2014

年，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作为辽宁

地 区 珍 贵 的 传 统 手 工 技 艺 类 项

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后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

艺振兴目录》。

展览将持续至 4 月 21 日。图

为传承人在展览现场展示松花石

砚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陕西省咸阳市非遗展示馆内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民俗类场景化泥塑沙盘，容纳了近 70个重点非遗项目。

本报讯 3 月 19 日，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 2019 年红色故事讲解

技能大赛决赛在重庆天地人和街小

学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5 名

选手分别被评为红岩优秀讲解员和

红岩优秀红色故事宣讲员。

本次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

设职业风采展示、抽选讲解、知识问

答 3 个比拼环节，评审团现场打分。

参赛选手包括 40 多名“红岩联线”

的专业讲解员和 50 余名业余红岩

故事讲解志愿者。大家通过声情并

茂的讲解，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岁月

和红色历史。王朴、何雪松、苏曼、

张海萍……一位位让人肃然起敬的

革命英雄名字，一篇篇催人泪下的

诗词、信函，一个个蕴藏红色基因又

激励人心的传奇故事，通过选手们

饱含深情的讲述，灵动、丰满和鲜活

起来。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切磋技

艺 ，也 是 深 入 挖 掘 红 岩 文 化 内 涵 、

提 升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宣

教队伍业务水平的一次“大练兵”。

（侯文斌）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陈关超

通讯员何志文）以“乃武乃文、精忠

报 国 、厚 德 传 家 ”为 主 题 的 第 三 届

“忠孝杯”中华武术岳家拳邀请赛 3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河南省汤阴县举

行，吸引来自河南、山东、山西、江

西、湖北、浙江、江苏、吉林等 13 个省

市的 56 支岳家拳代表队 600 余名运

动员参赛。

河 南 省 汤 阴 县 是 武 圣 岳 飞

（1103 年—1142 年）的诞 生 地 ，岳 家

拳 是 目 前 我 国 较 为 完 整 流 传 下 来

的 中 国 传 统 拳 术 之 一 ，由 岳 飞 根

据 自 身 所 学 结 合 对 敌 作 战 实 战 而

创 立 ，传 说 为 内 家 拳 形 意 拳 母 拳 ，

流 传 至 今 已 800 多 年 ，蕴 涵 了“ 崇

尚 武 德 、强 身 护 体 、惩 恶 扬 善 、保

家 卫 国 ”的 理 念 ，成 为 中 华 传 统 武

术瑰宝。

岳家拳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岳家拳博采

各种拳术的精华，技击风格独特，分

为套路、桩功、散手、点穴、炮锤、劈

挂、擒拿等，可使用刀、枪、棍、剑、

锏、拐、钩、锤、斧、匕首等器械。其

武术系统为武德修养，岳家拳核心

套路包括左右连珠、八角连三、法连

等诸拳路。岳家拳柔术功法、拳术

理论以及衍生的中医药理论保健养

生等方面的内容自成一体，内容丰

富、博大精深。

除举行全国性岳家拳比赛外，

汤阴县还开展了“精忠报国·厚德传

家”忠孝文化系列活动。

新华社河内3月25日电 （记者

王迪）“礼乐筑梦”中越青年儒家文化

交流活动 24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

行，两国青年以书法、琴曲、歌舞等为

媒介，交流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感悟，

深化中越传统友谊。

来自中国南宁师范大学、越南河

内大学、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

学附中等院校的中越青年为观众呈

献古乐合奏《高山流水》、古典舞《采

薇》、吟唱《声律启蒙》等精彩节目，赢

得阵阵掌声。中国青年现场学唱越

南官贺民歌，越南青年则积极参加剪

纸、书法、编中国结等中国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

中 国 驻 越 南 大 使 馆 文 化 参 赞

彭世团在活动致辞中表示，儒家文

化 是 中 越 两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和友谊纽带，本次活动是在

中 越 加 强“ 一 带 一 路 ”和 澜 湄 合 作

背景下举行的，将助力两国民心相

通 ，不 断 深 化 中 越 友 谊 ，促 进 合 作

共赢。

越南外交部东北亚司副司长杜

南忠致辞说，包括越中两国在内的很

多亚洲国家都深受儒家传统价值观

影响并坚持传承儒家文化，就此加强

交流有助于越中青年更好地相互了

解，助力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深化。

本 次 活 动 由 中 国 广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南 宁 师 范 大 学 、越 南 河 内 大

学 主 办 ，越 南 河 内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承办。

“礼乐筑梦”中越青年儒家文化
交流活动在河内举行

中华武术岳家拳邀请赛
走进岳飞故里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红色故事讲解技能比赛“大练兵”

“花仙子”齐聚云南昆明
金殿风景区祭“花神”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

通讯员杨国勤）3 月 23 日，2000 余名

身穿优雅汉服、头饰精美、妆容精致

的“花仙子”齐聚云南昆明金殿名胜

风景区参加“祭花神”仪式。

此次活动是主题为“月夕花朝·
古礼祭花神”的第四届金殿花朝节

花神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当天，

主祭带领 40 名身着汉服的女子从太

和宫门走进，在金殿风景区铜殿前

上香、朗读祭词、献上果盘和谷物、

行三拜礼，为春天祈福，其余身着汉

服 者 在 第 一 场 祭 祀 完 成 后 分 批 祭

拜。除了“祭花神”仪式，当天还举

办 了 曲 水 流 觞 赋 诗 等 传 统 才 艺 表

演，以及斗美、斗草、斗百花、馈春

盘、享清明百果、桃花冰条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

花朝节，简称花朝，是我国民间

岁时八节之一，俗称“花神节”“百花

生日”“ 花 神 生 日 ”。 从 2016 年 开

始，昆明金殿景区在每年 3 月惊蛰

到 春 分 之 间 ，联 合 云 南 省 汉 服 协

会 举 办 花 朝 节 花 神 祭 祀 活 动 ，活

动 规 模 和 影 响 力 日 渐 扩 大 。 金 殿

花朝节花神祭祀活动成为彰显“世

界春城花都”重要文化内涵的品牌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