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期间，安康西城坊、龙舟文化园，人头
攒动、灯火璀璨。 漫步在街区内，琳琅满目的毛绒
玩具、 丰富多样的餐饮小吃、 诗意盎然的文化长
廊、100 多场梦幻唯美的毛玩主题巡演巡游， 充满
神韵的建筑风格和波光潋滟的汉江风情为整个安
康城区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汉城国际商业街毛绒玩具主题嘉年华,布满了
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 前来观展选购毛绒玩具的
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MC 哈雷机车毛玩之旅机车
巡游炸街效应 ,毛玩少儿综合乐享成长空间，毛玩
乐享季之龙舟文化园商贸展，“安安、康康”逛游安
康……各种闪亮元素让市民和游客赞叹连连。

后疫情时代，各地文旅花式“内卷”，作为文旅
资源不算特别丰富的安康，为何能脱颖而出，这背
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流量 IP 密码”?

“毛玩乐享”唱响文旅融合大戏。 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毛玩是文旅的抓手。 如何搭建好推广平台
和渠道，将我市文化旅游“大戏”推上陕西乃至全
国大舞台？ 打造中国毛绒玩具文创产业新都，是实
现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今年“五一”期间，安康发投集团旗下安文投
公司以“毛玩+旅游”为抓手，策划了“萌欢天·游自
在”安康毛玩之旅乐享季，组织实施了“毛玩新天
地、快乐西城坊”毛绒玩具主题嘉年华、“乐玩汉城
国际、 嗨翻五一旺季” 毛玩少儿综合乐享成长空
间、“安安、康康”逛游安康毛玩主题巡演巡游、“中
国华夏之子 MC”哈雷机车毛玩巡游、2023 安康毛
玩之旅乐享季之龙舟园商贸展， 精心打造西城坊
毛玩主题街区和汉城国际商业街 3800 平方米毛
玩主题街区， 倾力构建富有安康地域文化特色的
文艺演出节目巡演巡游， 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线和欢乐的海洋， 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流连忘
返，体会“秦巴明珠 幸福安康”的独特魅力。

“五一” 期间， 安文投公司充分利用微信、抖
音、网络直播等新媒体, 在最大限度推介安康打造
毛绒玩具文创产业新都系列活动的同时， 在西城
坊和龙舟文化园街区举办 “汉调二黄展演”“汉服
文化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民俗体验、特色美
食体验、“啤酒音乐节”以及儿童剧《冰雪女王》《汉
水长歌》选段快闪等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系
统展现了安康地域文化底蕴， 助力安康旅游季的
爆发，一时间，南宫山达到接待上限，瀛湖达到接
待上限……出现了三年疫情后首次引爆安康旅游
的高光时刻， 尤其是西城坊主题街区抖音号流量
达 420 多万人次， 在全市各大景区抖音号排名第
一，仅“一湖两岸”活动就吸引游客近 30 万人次，
西城坊、龙舟文化园、汉城国际主题集市新增销售
额翻了五倍，游客在赏毛玩、观毛玩巡演巡游的过
程中，感慨“此处乐，不思蜀”，仿佛置身于人间仙
境。

全域旅游时代，如何让“诗”与“远方”双向奔
赴？ 放眼安康，以汉江文化元素为基底，一个个以
文塑旅的亮点焕发出时代活力。 今年 3 月份，市发
投集团邀请安康文化旅游界知名人士讨论 “一湖
两岸”生态旅游开发项目战略规划，挖掘汉水文化
和安康龙舟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文化元素等，
努力在 “一湖两岸” 综合开发上嵌入更多文化基
因，积极诠释汉江、汉水、汉风、汉韵的文化魅力和
追赶超越、敢为人先的时代风貌。 举办丹青翰墨展
拍， 在安康美术馆举办了 17 次主题书画作品展
览， 在陕西名家书画作品展暨安康首届名家书画
拍卖会上征集了现当代陕西省内名家书画作品

680 余幅，拍出作品 170 余幅，交易额近 70 万元；
在“丹青绘文明·翰墨飘安康”中国当代书画名家
作品展中， 展出的 50 余幅汇集了我国不同时代、
流派和风格艺术家的精品佳作，圈粉无数。

市发投集团深入推进全域文旅融合， 做美山
水资源，做厚文化内涵，做长产业链条，做优品牌
服务，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形成文
旅发展新优势。 构建全域文旅机制，着力推进构建
“以市带县”全域旅游承载平台，按照“以市带县”
思路推动安康 10 县区文旅公司完成整合，支持县
区公司策划、包装特色旅游项目，强化融资支持，
夯实了打造全域旅游宏大蓝图的机制基石。 布局
文旅枢纽项目，突出资源整合、产城联动，初步完
成安康市“一湖两岸”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战略
研究及城市设计方案， 加快申报生态环境导向的
EOD 开发模式项目， 统筹推进夜安澜、 西城坊二
期 、夜游金州、安澜楼至博物馆段滑坡治理、汉调
二黄展示中心、“水文化”主题公园等项目建设，深
化区域协同，积极构建“以市带县”“以点带面”全
域智慧、枢纽、网络旅游体系，加力将“一湖两岸”
打造为安康城市会客厅。

面向未来， 市发投集团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和打造中国毛绒玩
具文创产业新都重大决策部署，紧扣“秦巴明珠·
幸福安康”定位，充分发挥机制优势，坚持全域化
布局，特色化发展，立足“一湖两岸”得天独厚的天
然禀赋，加快推进以“安康湖”为圆点布局，整合全
域文旅资源，努力打造让“外地人向往，本地人自
豪”的陕南文旅靓丽名片，为聚力建设幸福安康奉
献更多文旅力量与国企担当。

06 秦巴文旅综 合２０23 年 5 月 17 日 责编 吴苏 组版 国芳

本报讯（通讯员 陈茅 冯文波）近日，由安康
汉调二黄研究院原创的红色大戏、 陕西省重大文
艺精品工程《激战牛蹄岭》在安康汉江大剧院震撼
试演。 省委宣传部专家，市、区有关领导和群众代
表应邀评审观摩， 演员们的精彩演出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该剧讲述的是 1949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取得了三大决战和渡江等战役的胜利后， 为配合
第二野战军完成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 实现牵
制、滞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的作战意图，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高喊“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
南”的口号奉命沿汉江西进，在安康牛蹄岭与国民
党军队开展的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役。

该剧历时两年创作，精心打磨剧本，经过两月
艰辛排演，在安康首次运用声光电、烟幕、气弹等
特效展现牛蹄岭战役的激烈场面。 剧中角色和武
打设计， 角色生旦净末丑俱全， 武打设计原汁原
味，保留了汉剧打戏的精彩，现场效果震撼，赢得
了评委与观众的点赞。同时，该剧保持高水准原创
词曲，剧中大胆尝试，将安康汉调二黄唱腔、配乐
与现代音乐、朗诵、手风琴等元素完美融合，营造
了战地上革命先辈的血色浪漫。

汉调二黄剧《激战牛蹄岭》是弘扬革命精神、
讲好红色故事、 展示安康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将在进一步精心打磨后，再现当年不畏牺
牲、浴血奋战的革命战争场景。 据悉，该剧已经通
过专家团队评审。

“烙画大师”激活“美丽乡村”
记者 王拥

“你负责这排，我来管这排，我
们争取抢个第一名。”稻田里，水光
盈盈，一个个插秧选手整装待发。5
月 12 日上午， 汉滨区吉河镇第二
届水稻插秧节暨农耕文化体验活
动在吉河坝社区天宏园现代农业
园区隆重举行。

以蓝天为幕布， 以秧田为擂
台，一大早。 来自安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1 号队 2 号队、吉河坝社区
党支部、三河村党支部、吉河九年
制学校队及安康环博职校助农团
共 6 支参赛代表队的选手信心满
满，蓄势待发。

“预备，开始！” 随着裁判一声
令下 ，一场田间 “擂台赛 ”拉开帷
幕。 参赛队员纷纷挽起裤腿来到
农田，在划分的 6 个区域进行插秧
PK，选手们埋头弯腰、一字排开 ，
一手拿稻苗，一手快速插秧，栽好
秧苗后再全速后退，呈现出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田埂上， 呐喊声此起彼伏，前
来助阵的村民卖力加油助威。在一
阵阵呐喊声中，稻田成了“战场”，
也成了大家展示技艺的舞台。秧苗
一落地，深浅高低快慢弯直已初见
分晓。 不一会儿，一排排绿油油的
秧苗便在田间遍布开来，原本空旷
的水田变成了充满希望的稻田。

在“浑水摸鱼”比赛环节，参加
比赛的选手们纷纷卷起裤脚，跃跃
欲试。 在下达比赛口令后，大家跳

进水田，你追我赶，不时有人抓着
鱼上了岸，心里乐开了花。

经过激烈的比拼，评委对每组
队员在相同面积区域内完成插秧
的时间长短、质量高低进行综合评
比，最终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得奖选手吉河坝村民周宗合激
动地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好了，
是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活动，既丰富
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的技
能得到了展示，为我们农民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 ”

“此次的插秧体验， 是学校给
我们提供的农耕实践机会，通过参
加这次插秧体验我们感受到了农
民劳动的艰辛，也知道了粮食的来
之不易。 ”来自吉河九年制学校的
学生周萌收获满满。

“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弘扬农
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下一步，吉河
镇将切实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
助农增产增收，继续以水稻种植为中
心,渔业养殖为主导,积极推动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的发展，持续做大‘吉河
硒米’品牌效应，拓展延伸品牌产业。
同时，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集聚发
展合力， 充分挖掘农业多种功能，依
托吉河离城近的区位优势，着力培育
一批引得来人，留得住客的农文旅产
业，让田园美景变‘钱景’，用产业兴、
旅游旺、生态美的田园风光打造‘康
旅小镇 休闲吉河’名片。 ”吉河镇党
委副书记王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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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下午，陕文投安文旅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印有“服务企业勇担当 履职
尽责显作为”的锦旗和感谢信，送到了汉滨区瀛湖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手中，感谢瀛湖
镇全体干部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放弃休息时间，倾尽全力协助景区做好旅游服务。
双方就“五一”黄金周期间的协调配合进行总结，并就如何做优服务进行了商讨。

记者 胡智贤 摄

景比桃园美，人比西施甜，心比愚公诚。平利县非遗
文化传承人、西安工商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李红霞，把烙画融入血液，把田园融入艺术，把
农民当作亲人，用满腔热忱回报家乡，以文化带动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烙刻出一幅又一幅诗意画卷。

学艺归来：农家小院变诗意田园

最美人间四月天，鸟语花香春满园。 走进李红霞所
在的平利县大贵镇儒林堡村， 就走进了如诗如画的世
界。

山上一行行绿油油的茶树， 成群结队在山坡扎根、
在山峁蔓延、在风中舞动、在丘陵泼墨，把儒林堡变得生
机勃勃。 山腰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落一字排开，房前屋
后花草葱茏，菜地竹篱围就，篱栏内摆放着一盆盆鲜花。
门前，刚刚整耙的稻田，一片连着一片，碧波荡漾，如同
一面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村舍花草。紫荆树花蕾初
绽、芍药红花白朵、牡丹含苞待放，好一派山清水秀的景
致。

穿过花径，便来到李红霞的儒林望园。 穿着牛仔长
袍、带着花式礼帽的李红霞早早在院坝等候，热情地和
记者一行打招呼。

通过交谈得知，喜好书画的李红霞，年少时在江苏
武进工作，被“江南烙画第一笔”毛怀青的烙画作品吸
引，下定决心学习烙画技艺，没承想这一学就是 15 年。

李红霞对烙画有着超然的领悟能力，又经过多年的
磨炼与实践，在传统烙画的基础上，将国画、工笔画、西
方油画三种艺术结合，融入人物、花鸟、山水特色景观
中，独具美感。她的烙画作品，层叠清晰、形神兼备、色泽
古朴，十分受人青睐。

2015 年，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对亲人的思念，李红
霞回到日思夜念的大贵镇儒林堡村， 准备扎根家乡，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当年回来时，老家房屋破旧不堪，
土地杂草丛生。 ”李红霞说：“那时我就下定决心打理好
荒芜家园，加入艺术元素，把农家小院变成诗意田园。 ”

于是，她开始修补破旧堂屋、翻新厨房、清除杂草、
建造园子，设计装修了画室，又从两户搬迁走的邻居手
上买下 10 多间房屋，进行改造装修。为了突出自然淳朴
的庭院色彩和田园艺术特色，达到有花园、有菜园的效
果，留足农村必备的活动场地，她在房屋四周栽植了紫
薇、石榴、桃树、梨树，枣树、红叶石楠、桂花树，还修建了
葫芦长廊。

8 年时间， 李红霞抽出时间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庭
院，效果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自己的小菜园，每个季节
种植的蔬菜都吃不完。 一个诗意田园在她手里慢慢成
形，呈现在世人面前。

烙画为媒：无名山村变网红景点

来到李红霞画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各具特色的
烙铁画，墙上挂的、桌上放的、柜子上搁的、葫芦上烙的、
宣纸上烫的、木板上刻的，山水的、人物的、花草的 .......
应有尽有。

李红霞介绍说：“烙画也叫作烫画、火笔画，讲究勾、
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工艺，考验用劲力度，走笔速
度，用热烙铁熨出烙痕作画，可以烫出丰富的层次与色
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能呈现出一定的浮雕效果。 ”

“在纸上烙画，一定要注意轻重，重了影响整个画面
的效果，有可能就是败笔了，太轻了依然达不到那个效
果。 所以说画烙画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要心手合
一，这样才能画得好。 ”

李红霞不仅勤钻烙画技艺，也静心书法，二者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 2015 年，“李红霞火针刺烙画展”在安
康博物馆举办， 展出作品 70 余幅；2017 年，“红霞烙画
工作室”在安康天一城市广场成立；2018 年，“安康红霞
烙画工作室”在平利国学馆成立。

静心苦修终得善果。李红霞烙画技艺融入家乡情愫
后，更显人文情怀，作品也屡获大奖。 2017 年烙画《春夏
秋冬》荣获安康市人民政府第七届文学艺术精品创作奖
造型艺术类优秀奖精品；2018 年 3 月，作品获安康市女
子书画手工才艺展一等奖；6 月《中国最美乡村平利》获
深圳国际博览会银奖；9 月家乡
系列获中国工艺美术创意设计
大赛优秀奖。 同年，又荣获安康
市 “金州工匠 ” 光荣称号 。
2019 年， 她的烙画成功申报市
级非遗项目， 为了更好地把这
宝贵的非遗文化在家乡传播出
去，她不辞辛苦，多年参加公益
展览，不吝金钱，自己筹资举办
文化交流活动。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
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
荡 ，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
淌 ......”“给我一匹骏马，我越过
高高山岗，换上我的红妆，我一
路放声歌唱 ......”“谁不知我是
花儿王，远近闻名花儿香，自幼
花儿伴我成长 ......” 今年春天，
李红霞的儒林望园热闹非凡 ，
从西安、安康、平利赶来的游客
纵情歌唱、载歌载舞。

“李红霞的名气很大，我是
从网上看到她的烙铁画和美丽

田园，几年前就要赶过来看看，一直有事，没有成行，今
天终于了了心愿。 ”从西安过来的同先生高兴地说。

安康来的王先生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了，我一
直关注李红霞的烙画，感觉她的画很神奇，里面既有传
统技艺，也有时代气息，更有层次和张力，特别佩服她的
毅力和对家乡的一片情怀， 今天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
来，感觉这里变化很大。 ”

放歌诗意田园，见证沧桑巨变。 “这段时间几乎每天
都有客人来这里参观旅游。 ”为了传承非遗文化、提高家
乡知名度，李红霞创建了烙画研学基地，传授烙画技艺，
让非遗文化发扬光大。 并于 2019 年 4 月，成功组织了首
届中国烙画代表团走进最美乡村平利采风活动，来自各
省的烙画大师们为平利创作了多幅烙画，让平利再次名
扬四海。

文旅融合：特产山货变抢手俏货

到了吃饭时间， 李红霞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
菜。辣子鸡、粉蒸肉、荠荠菜、香椿炒鸡蛋、铁锅米饭……
全部是当地特产和传统手艺。 席间，李红霞泡上了刚刚
从山上采摘的富硒茶，斟上了自制稻米酒，客人们吃得
津津有味、口舌生香，喝的浑身舒畅、兴致盎然。

李红霞介绍说：“随着游客增多，人气提升，我就想
着如何把文艺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于是，她成立了平
利县蒸硒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加入了平利县大贵乡村建
设服务有限公司文化服务队，组织文化艺术交流，进行
工艺美术品、农副产品、酒制品、食品等地方特色产品销
售，把“红霞烙画”与“儒林酒坊”嫁接起来，用当地的富
硒稻米烤酒，再加上秘制中药，装在精美的土缸里，酿制
成“红霞家酒”，滋补身体，提神养生，一上市就特别俏
销，在年前就一抢而空，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茶叶、
土鸡、硒米、水果等山货特产的销售。

“以前我们这由于人流量少，出产的茶叶要拿到镇
上和县城卖，来去不方便，往往还卖不完，这两年多亏李
红霞，通过她的推介，我家的茶叶都不够卖了，收入多
了，生活也好了。 ”说起李红霞，当地村民张大伯不停地
夸奖。

“前几天，县上领导到儒林堡村调研，鼓励我坚持搞
好烙画艺术，传承非遗文化，用文化滋润乡村，以文化振
兴带动乡村振兴。 ”李红霞高兴地说。

“她是非遗名人，也是儒林堡村的财富，作为包联单
位，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帮助她把事业越做越大，越做
越好，越做越强，成为农村文化振兴的典范，乡村振兴的
旗帜。 ”平利县委宣传部有关人员说。

对于下一步发展，李红霞充满信心，她表示：“平利
县大贵镇儒林堡村素有‘大贵坝子儒林堡，黄洋水色江
南景’的美称，乡村振兴、儒林要先行。 我将继续走好文
旅、农旅融合路子，通过网上直播、线下宣传方式，打造
‘读大贵风物，品儒林佳酿，赏红霞烙画’的乡村旅游品
牌，坚实业态美、呵护环境美、彰显文明美，全力打造乡
村振兴的儒林范本。 ”

以毛玩之名打造“爆款”文旅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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