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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是漫长纪元里难以
忽视的一个节点；十年 ，是光
阴里日积月累的增长和变迁。
对于瀛湖来说，十年蜕变深刻
而悠远。 湖光山色愈发秀丽、
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游客数量
持续增长、 殊荣赞誉接踵而来
……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人工
湖， 瀛湖早已成为一张靓丽的
区域名片， 它是安康为之骄傲
的生态之湖、生命之湖、生机之
湖，也是我市践行“两山”理论，
发展绿色产业， 加快生态优先
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之地。

当一双双目光以审视的维
度探秘瀛湖十年，瀛湖码头、游
客服务中心、玉兴岛、汉水文化
街、金螺岛、翠屏岛、唐家链子
田园综合体、瀛家耕读民宿、瀛
湖乡村振兴展示中心……这些
或熟悉、或陌生的景点区域，重
构着瀛湖的面孔和带给世人的
游览体验。

一 泓 清 水 秀 城 郭
———安康文化名人看瀛湖活动侧记

记者 李俊 吴苏 实习记者 卜昊天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4 月
13 日，正是阳光不燥、春风温润的
良辰。 由安康日报社、安康瀛湖生
态旅游区联合组织的 “县域纵横”
安康文化名人看瀛湖活动在瀛湖
风景区举行。 来自全市的书画家、
摄影家、 作家等文化名人共 30 余
人齐聚瀛湖 ，用镜头 、笔触记录瀛
湖十年巨变 ，讲好瀛湖故事 ，推介
瀛湖之美，传播瀛湖好声音。

大巴从安康城区一路疾驰，故
事也在这里开启 。 沿着暮春的江
畔，和煦的暖风中夹杂着刺玫清甜
的花香，直从车窗钻入每个人的肺
腑。 一路且歌且吟的欢声笑语里，
瀛湖码头早有游船在等候。

在游客服务中心内的兴农超
市 ，瀛湖枇杷蜜 、瀛湖茶叶 、山野
菜、小鱼干等农土特产吸引着众人
纷纷扫码购买。 作家李永明说：“瀛
湖这些年产业发展劲头足，通过农
旅融合， 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
山水经济的成效逐步显现，农土特
产的品类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和市
场主体的运作发展变得丰富多元，
村民致富有门路，乡村振兴充满希
望。 ”尽管每年都会来瀛湖数次，但
李永明却总是看不腻瀛湖的水色
山光。 在每个季节，花果飘香的时
候，他总会呼朋引伴 ，带着闲适的
心情 ， 探寻这方山水的变化与风
情。 对他来说，瀛湖的存在早已不
仅仅只是一个景区 ， 而是一种情
结，一个织梦的家园。 几十年的工
作生涯中，他曾为瀛湖写下无数妙
文佳句，把对瀛湖满腔的情怀与热
爱都深深根植在了文字里。

这一次，他和众多文友们乘坐
瀛洲舫 ，古色古香的轮渡 ，载着文
化名人的满心细语， 驶入 72 平方
公里的水域。 晶莹如玉的湖面上，
水花跟着轮船肆意飞溅，有关瀛湖
的诗篇 、 散文也如水流般纷涌四
溢。 而徜徉在山水怀抱中的摄影家
们，也连忙举起手中的镜头 ，随着
游船行驶的方向，把每一帧美景装
进相机。 多年来，身为资深摄影家
的邵向东从未放下手中的相机，一
年中的大半时间 ， 他都在路上拍
摄， 摄影作品屡屡被国家级杂志、
报刊采用且获奖无数， 他拍人文、
拍乡情，拍民风民俗、家园记忆，但
他相册中存留最多的，亦是瀛湖的
镜像。 湖中树、山中人、水中鱼、云
中鸟、天上霞、岸边屋，都是他的拍
摄素材。 他常常说，“瀛湖是一座摄
影的富矿 ，只要用心发觉 ，带着美
的眼光感受，瀛湖总能给人带来惊
喜。 ”

历经多年韶华时光，瀛湖常美
常新 ，它的面貌与变化 ，留存在镜
头里、纸页间、歌声中。 以一座山的
胸怀 、一湖水的宽广 ，容纳每一道
目光的审视与度量，把万千美好用
不同的形式载体，传播到更远的地
方。

时间回溯到 2012 年以前，那时的
瀛湖景区，虽然也早已声名在外，但由
于规划滞后、多头管理等诸多原因，违
规建设、乱捕滥捞、违法占地等乱象时
有发生，生态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旅游
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在此紧要关头，市委、市政府高瞻
远瞩，审时度势，于 2012 年 9 月设立
瀛湖生态旅游区， 成立瀛湖生态旅游
区党工委、管委会，统筹区域旅游产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通过十年
的综合整治， 区域内违规建设势头得
到遏制，乱捕滥捞几近消失，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好转， 瀛湖坝前水质长期保
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区域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高于全市水平 ，PM2.5
浓度、化学需氧量排放物、氨氮化物排
放物均低于控制标准， 瀛湖景区也成
功入选陕西省 “文明旅游保护绿水青
山”优秀案例。

走进今天的瀛湖景区， 除了扑面
而来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旅游产业链
也愈发完善。在一行人行走的步调中，
金螺岛、 翠屏岛等地标性景点自不消
说，唐家链子田园综合体、瀛家耕读民
宿、 汉水文化街等近年来陆续打造的
文旅项目可谓激活了旅游业的满湖春
水。

站在瀛家耕读民宿的窗前， 宽阔
的水域一览无余， 内部简洁却富有设
计感的装修与山水风光相得益彰，特
别适合全家入住。 当人们对旅游产品
提出了更高要求时， 瀛湖生态旅游区
恰逢其时推出这样一款产品， 赢得了
良好的市场反馈。

在瀛湖乡村振兴展示中心， 立体
农业循环系统让同行的文化名人们不
觉发出阵阵赞叹。 画家李红霞说：“瀛
湖景区附近还是住了很多老百姓，通
过探索农业种植、生态养殖的新模式，
可以更好地帮助村民致富， 也为游客
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 让他
们在游览景区景点的同时， 也能了解
到咱们的农业生态， 为进一步打造农
旅样板提供了支撑。 ”放眼望去，展示
中心的各色花卉、水果、蔬菜都被种植
在管道式设备中， 下方开凿出的水池
中养着各种经济型鱼类， 通过循环系
统的运用，鱼粪可以用来给蔬果施肥，
蔬菜也成了有机的绿色食品， 可以在
市场上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这样的
田园综合体项目在整个大瀛湖区域还
有很多，瀛湖山水、硒上田园的发展战
略，正踩着乡村振兴的鼓点，一点点将
愿景变成了现实。

近年来， 瀛湖生态旅游区以保护
生态为核心、项目建设为抓手，立足将
瀛湖创建为国家 AAAAA 级景区的目
标，不断精耕细作，持续推陈出新，打
造出了一批批精品旅游项目， 让游客
的体验感得到增强， 村民致富的梦想
得以实现，山水和谐、农旅融合的乐章
越发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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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 瀛湖景区已有很多外地游
客的身影。 三年疫情翻篇后，瀛湖迎来了
久违的热闹时刻， 根据智慧景区的数据
显示，今年“五一”期间的瀛湖酒店、民宿
及其他游玩项目早早就被预订出去不
少，可以想见假日的火爆。

而每个来到瀛湖的游客， 无一不是
冲着瀛湖山水的靓丽颜值来此游玩休憩
的。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
保护区， 瀛湖承担着 “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 的使命和责任。 为了保护好这方山
水，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根本，
以当好“秦岭卫士”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安全水源涵养区“护水使者”为己任，以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为目标，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成立了生态旅游
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结合各
工作部门职责，细化分解任务，制订印发
了 《瀛湖生态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安康瀛湖生态旅游
区生态环境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纳入各工作部门
年度考核体系， 全面夯实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形成了管委会统揽、各部门负责，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踱步在瀛湖两岸的山丘上， 摄影家
林江由衷地发出感慨，“瀛湖现在变得绿
美兼具，生态环境肉眼可见地变好，这些
都离不开持续性的精细管护， 没有严管
严防的措施、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没
法让这么大面积的水域一直保持良好状
态的。 ”

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十项工程”的前提下，瀛湖生
态旅游区由上至下层层抓落实， 扎实开
展涉河湖“四乱”专项治理和排污口排查
整治，加快建立生态环境保障体系，切实
维护旅游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编
制完成“一湖一策”，认真落实湖长巡查
制度，严格湖泊日常巡查、督查制度；依
托“智慧景区”平台，实行湖泊动态监管
全覆盖，在每年汛期，突出日常巡查和突
击打捞，总结出了“堵、截、围、清”和“水
岸一体”的工作方法，建立了“晚上拦、白
天捞、日日清”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
了“管委会统筹、水电企业主力、景区经
营单位主责、临湖镇村协同”的漂浮物打
捞常态长效工作格局。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扎实举措 ，才
使得瀛湖生态持续向好， 绿色成为发展
的底色，山水旅游的品牌不断叫响做大，
“旅游+”发展成效日益凸显。 而今，新的
增长极正通过“旅游+交通、文化、农业、
林业、水利、工业、体育、康养、科技”多产
业融合，让一汪湖水释放出更大的潜能，
达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实现一业引领百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