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陕南民歌，
培养地方优秀民歌演唱人才，扩大陕南民歌的影响力，
促进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 安康市陕南民歌大赛
已于近日启动歌手海选、作品征集工作。

本届大赛由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市教育体育局
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各县（市、区）文旅广电局、教
体科技局协办，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4 月 30 日
前将在十个赛区进行预赛。 优胜选手计划于 5 月齐聚
中心城区进行决赛， 并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安康汉江龙
舟节期间举办陕南民歌专场晚会。

参赛者所在区域、年龄、职业、性别、唱法、演唱形
式（独唱、对唱、重唱、组唱等）不限，凡是有艺术理想、
热爱陕南民歌、 具有一定演唱水准的专业和业余的市
内外歌手均可报名参赛。 演唱曲目必须以紫阳民歌、旬
阳民歌为代表的陕南原生态民歌为主， 也可以是在陕
南民歌传统曲调为基础新创编、改编的新民歌。

同时， 大赛还将面向全社会征集陕南民歌原创歌
曲，凡是近 5 年创作的原创作品，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不存在侵犯第三方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等侵权行为
的作品均可参与。

大赛组委会将为决赛排名前 10 名的青年歌手颁
发“安康市陕南民歌大赛‘十佳青年歌手’”荣誉证书，
为决赛排名前 10 名的少儿歌手颁发“安康市陕南民歌
大赛‘十佳少儿歌手’”荣誉证书，为评选出的优秀原创
歌曲的作者颁发证书。

（来源：安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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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石泉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会暨县委
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该县将围绕“中国
汉江石泉旅游休闲度假区”定位，坚持规划引
领、项目带动、数智赋能，注重文旅、农旅、城旅
高质量融合， 大力实施旅游产业 “十百千”行
动，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深挖文旅消费潜力，培
育多元消费业态，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融合发
展突破提升。

实施十大 A 级景区规范提升行动， 按照
“一景区一方案”的要求，着力补短强弱，不断
提升景区品质。 实施十大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攻
坚行动，推进“枫岭云海”项目，建成观景平台、
艺术中心、接待中心、云上人家等配套设施；整
体提升后柳水乡，建成水上运动小镇和中国汉
江垂钓小镇；推进“喜闻乐见”喜河风情街改造
提升和实体运营；启动建设“莲花古渡”汉江博
物馆； 加快建设中池黄精和米糖非遗手工作
坊； 抓紧建设草池湾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实
施县城一江两岸亮化工程，创造条件开通夜游
汉江航线； 推进金蚕小镇温泉旅游度假区、杨
春柳园度假村、杨柳旅游星级酒店等重点项目

建设，不断丰富石泉旅游产品体系。 抓好十大
精品民宿项目建设行动， 建成投用汉江宿集、
隐居乡里品牌民宿， 启动建设后柳莫干山民
宿，全面梳理县域内优质旅游资源，策划包装
一批精品民宿项目，加大优质市场主体和品牌
运营商招引力度，力争打造 10 个精品民宿。

大力实施旅游带动创业就业 “五个一百”
行动，制定“石泉拾美”特色民宿标准体系，实
施百户“拾美”民宿、百名“十美”管家、百家“食
美”农家乐提升培育行动，打造“石泉拾美”特
色民宿品牌， 同步抓好百名乡土人才培育和
“百雁”归乡行动，带动毛绒玩具、电子线束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增收。 实施千家五美庭院示范体系建设行动，
结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丰富拓展旅游业态，
深入开展五美庭院示范户创建工作，实现户户
美、村村美、全域美。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入
挖掘和有效利用鬼谷子文化、 鎏金铜蚕文化、
秦巴汉水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推行“景区、主题街区、旅
游季+旅游演艺”模式，常态化举办文旅活动、
体育赛事、节会论坛，加快推进池河金蚕小镇、
本草溪谷、毛绒玩具文创产业园等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建设，着力培育影视基地、场景体验等
新业态，激活文化产业发展活力。

充分发挥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融合器”作
用，统筹“旅游+”和“+旅游”双向发力，刺激市
场消费稳步回暖， 带动三产服务业协同增效。
深入推进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坚持假日旅
游服务协调保障指挥部模式，落实旅游投诉办
理“三快三到位 ”机制 ，营造平安和谐旅游环
境。 深入实施“引客入石”计划，线上线下强化
营销引流，吸引更多游客畅游石泉。 加快培育

精、优、美、特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促进旅游
跨界融合发展。 聚焦“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
赛事去旅行”主题，精心办好四季文旅活动和
体育赛事，积极申办各类文体活动、节会论坛，
形成季季有高潮、月月有重点、周周有好戏的
良好局面， 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石泉旅游
IP。 充分挖掘石泉地域特色文化元素，策划创
作精品演艺项目， 统筹培育常态化演出团体，
丰富完善秦巴老街“行进式”“小演艺”等文态，
提升民俗文化展演活动品质。 加快实施县城
“一江两岸”亮化工程和汉江游览项目，精心打
造毛绒玩具主题街区， 开展毛绒玩具巡演巡
游，着力提供更多的沉浸式、体验式项目。 依托
石泉文化底蕴和产业基础，培育壮大旅游商品
研发生产基地，丰富拓展“石泉好礼”伴手礼，
不断满足游客和市民消费需求。

深化“一月一主题”稳增长促消费活动，积
极策划组织开展主题营销、品牌展销、节假日
促销等活动。 精心办好“游购乡村”、年货节、购
物节等活动，创设消费场景，刺激居民消费。 突
出风情街区、特色餐饮、体育运动、文化娱乐等
重点，培育发展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围绕
“寻味美食去旅行”主题，推动秦巴老街、滨江
大道、文化路等餐饮街区提等升级，加快“石泉
味道”餐饮品牌建设。 深入实施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行动，完成滨江商业大厦、池河集镇街区
综合提升、迎丰商贸体综合提档等项目。 推动
农村电子商务和客货邮资源共享，完善城乡物
流集散网络，畅通农产品“进城”和消费品“下
乡”双向渠道。 大力发展健康、养老、文化、旅
游、体育等现代服务业，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
新业态，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融合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党的富民政策哟好哎！ 幸福的日子我们
都赶上哎了哟！ ”“大美仓上好风哎光哎，桃花
红来菜花哟黄哎……”这种以景作词、随口编
唱、充满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花鼓”曲调，是
陕南乡村人们歌颂幸福生活最自然的表达形
式。 每逢喜庆的日子，花鼓子一唱，气氛一下就
活跃起来。

白河“花鼓子”是民间艺人从“汉剧”中取
精选段，随口翻唱，成为乡野山民们就地取乐
的地域文化流派。 其曲式结构和旋律相同，但
发音腔调各有特色。 同一种花鼓子，或说或唱，
都有各自不同的表演形式， 不同的抒发情怀。
即兴表演的花鼓子既承启了民间娱乐功能，保
留了原始形态， 又在长期演绎中不断升华，融
入了新时期农村变化和新民风建设内涵，演唱
的歌词内容健康，文明新颖，深得广大群众的
参与和喜爱。

如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民
间曲艺花鼓子也在不断进化延承，赋予了更美
更活的的创意空间。 近几年，仓上镇公共文化
服务站通过挖掘乡土艺人，组织成立了 6 支民
间花鼓队，在传统元宵、端午、中秋、国庆及中
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把花鼓作为开场节目搬
上舞台，顿挫婉转的唱腔，幽默随形的动作，铿
锵激昂的鼓点，常引来阵阵加油喝彩与掌声。

2019 年 11 月 20 日，仓上镇天宝梯彩农园
锣鼓喧天，喜气洋溢，仓上人民以最“土气”的
传统节目“陕南花鼓子”表演迎接国家对天宝
AAAA 景区评估验收，让这个万众期待的日子
更加绚烂多彩，引人注目。

2020 年端午节，仓上镇第二届“花鼓大赛”
上，6 支花鼓参赛队各展才艺，轮番表演，并由
白河县文化馆老师及当地民间艺人现场点评。
“一唱那个感谢呀共产党哟， 我顿顿吃饭都把
你来想哎， 往年呀累死累活吃的蒿子汤哟，如
今是一日三餐喷喷那个香哎！ ”83 岁老党员张
新田编唱的《八唱共产党》，声音洪亮，中气十
足，15 分钟比赛时间结束还意犹未尽。

此后几年，在第五届“秦楚边城·水色白河”文化
旅游节暨首届白河毛绒玩具节和中国农民丰收节期
间，仓上民间花鼓队参加演出多达 30 余场次，吸引了

一拨拨远近游客，赢得了一场场“开门红”。
在仓上乡村，花鼓子常常与玩龙船、舞狮子、

抬花轿、扭秧歌、踩高跷等传统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
穿插进行，互托气氛。 天宝农园景区每年都要举办一
次民俗婚礼演示暨香囊文化周系列活动，期间“抬花
轿迎亲”环节，花鼓队、秧歌队身着喜装边唱边舞，唢
呐鼓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咱们啊招商引资搞得好， 掀起了乡村旅游的新
高潮啊！ ”2021 年 3 月 8 日，花鼓闹春，菜花飘香，白

河县第五届旅游文化节暨仓上镇首届旅游文
化季在震山的锣鼓声中拉开序幕。 时隔一周，
“红花之春”乡村歌手大赛和仓上镇第三届陕
南花鼓子表演赛又沸腾了群山， 点燃了观众
和游客们的激情。 活动当天，美丽的红花村月
亮山上，歌声飞扬，人头攒动，各村音乐爱好
者、花鼓艺人以即兴编唱讴歌时代发展，赞美
家乡变化， 把撩动人心的日子汇成了欢乐的
海洋。

花鼓子作为“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
结合体，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央，有广泛的
生存基础， 常常以喜庆祝贺的形式出现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增添吉祥欢乐的气氛。 花鼓
子也用于农事生产、奠基升迁、竞赛角逐等场
合，而无论何种情形，这种自由无羁，句子可
长可短， 节奏可紧可缓的演唱风格都让人乐
在其中，充满生活情趣。

白河境内的花鼓子与旬阳、汉滨相似，属
于安康下河调流派，与紫阳、石泉等上河调活
跃、高亢、嘹亮相比，这里的花鼓曲调旋律平
稳 、柔和 ，细腻 ，演唱时 ，多加有 “那个 ”“哎 ”
“嗨”“哟”等辅助字词，在句式上讲究起承转
合，对偶押韵。 花鼓唱词可以是历史故事，也
有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段子， 可演唱当地的
风土人情，也可即兴创作，对眼前事物现场编
唱，即便幽默调侃，逗趣笑骂，也相互配合，不
伤大雅。

花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真实地记录着
人民生活情景和时代印记， 之所以能让广大
人民群众爱看爱唱， 是因为花鼓子能把人们
心中情感用“说唱”宣泄出来，于哼唱中展现
劳动人民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
岁月的沉淀积累下， 花鼓子也有专业正本的
传承曲目，如“十爱姐”“插秧歌”“打锣鼓草”
“劝郎归” 等许多乡土俚俗又古朴清新的曲
目。

近年来， 白河县仓上镇积极挖掘民间传
统文化，培养了一批素质高、有品位的民间花鼓艺人，
在农民丰收节、迎国庆、闹元宵等群众文化活动中，以
精彩的表演，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丰收后
的喜庆场面，在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丰富和
发扬了祖先们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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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小调乐声扬
通讯员 朱明富

饶峰镇胜利村位于石泉县城
以西 16 公里处，辖 3 个村民小组
721 人。 近年来，该村立足村域风
貌特色，深挖乡村旅游潜力，以农
旅融合发展为牵引， 推动以 “旅
游+”的和美乡村建设，擘画了一
幅富民宜业、美丽宜居、文明和谐
的发展新蓝图。 先后获得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生态文化村、一村
一品示范村、美丽休闲乡村，陕西
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美丽宜居示
范村、卫生村、财政扶持村级集体
经济示范试点村、文化产业“十百
千” 工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称
号。

抓旅游，兴产业，建设富民宜
业乡村。 坚持以农促旅、 以旅兴
农、农旅融合，通过“企业出资、集
体出地、农民出力”的模式，招引
陕西都得利、 子午道旅游等企业
4 家， 投资 1.2 亿元打造了国家
AAA 级景区饶峰驿站，村集体入
股分红 100 万元，47 户村民入股
分红 174 万元， 流转 135 户农户
土地 1460 亩，农户年均增收 5 万
余元， 全村 80%以上土地资源实
现流转经营 ，60%劳动力就地稳
定务工 ，35%农户直接从事旅游
服务业，2022 年胜利村人均纯收
入达到 2.2 万元。

优环境，提品质，打造美丽宜

居乡村。科学编制乡村建设规划，
在村道两侧栽花种果亮灯， 打造
一步一景的秀美长廊， 在村内打
造特色农家小院， 打造楼上开客
栈、楼下开超市、庭院有花果的庭
院经济。 常态化开展“扫干净、摆
整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
和“周五大清扫”“美丽妈妈团”等
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实
施改厕 192 户， 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 100%，先后创建五美庭院省级
1 户、县级 5 户，打造示范院落 10
个、示范户 100 户，推动人居环境
持续提升。

树新风，促治理，构建文明和
美乡村。 深化“诚孝俭勤和”新民
风建设，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
用，培树省劳动模范 1 名、各类典
型 65 名、 十星级文明户 118 户、
征集家风家训 156 条， 每年开展
领导讲理论、干部讲政策、法官讲
法律、专家讲技术、模范讲故事、
乡贤讲道理、 群众讲变化等宣讲
活动及农民运动会、 电影放映等
文娱活动 50 余场次，持续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推
行“321”基层治理模式，落实全员
包全户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化解在基层，为推动美
好饶峰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不负村光景色浓
通讯员 徐鹏

本报讯 （通讯员 余迟 周珣
陈雯） 为确保让人民群众过一个
平平安安、喜气洋洋、快乐祥和的
春节、元宵节，连日来，汉滨区文
化和旅游广电局积极抓好文旅市
场节日前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全面做好隐患排查。 汉滨区
文旅广电局文化执法大队积极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春节前文旅市场
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重点对
网吧、书店（吧）、KTV 娱乐场所、
景区景点、影院、艺术类校外培训
机构开展执法检查。 重点对经营
场所用电、用火、用气、消防通道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督促各场所
负责人务必树牢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严守安全关；对排查出的问题
建立台账。

全力做好问题整改。 对检查
中发现的消防设施检查登记不及
时、 安全指示灯故障、 灭火器过
期、机房堆放杂物等问题，立即要
求现场整改和限期整改， 对排查
出的问题立即拿整改方案， 能现
场整改就现场整改， 坚持事不过
夜， 立行立改。 对现场不能整改
的，立即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特

别是针对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不
能立行立改的立即停业放假，让
学生（学员）安全回家过年。

全方位守好安全底线。 要求
全局系统、 各个局属单位都要牢
固树立安全底线， 特别是对春节
民俗文艺汇演、 元宵节的文旅活
动保障预案、节目的审查、舞台的
搭建、安全秩序都要严格把关，全
方位守好安全底线， 决不能有麻
痹大意思想。

全员参与严明纪律。 汉滨区
文旅广电局积极强化春节期间的
值班值守，严明值班纪律，切实落
实应急责任制、 领导干部值班制
度。 继续做好假日旅游服务保障
工作， 随时随地对局系统抽调人
员到旅游服务中心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保持随叫随到工作态度，热
情开展文明旅游引导， 积极推介
汉滨旅游，同时加强舆情监测，积
极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妥善应对
突发事件。努力营造“安全、有序、
文明”的文旅市场环境，让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平安稳定
的新春佳节。

筑牢假日旅游安全网

“醉”美石泉

后柳水乡

胜胜利利村村红红枫枫林林

花鼓大赛

花鼓戏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