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旬阳市境内四时分明有序、山川锦
绣绵延 ， 汉江水系在其腹地内蔓延铺
开。 春和景明，气象万千，沿太极城与汉
江并行东下 50 余公里，蜀河古镇渐入眼
帘。 巴山连绵起伏、巍峨雄伟，汉江一碧
万顷、烟波浩渺；黄州馆玉宇巍峨、木雕
凤凰构思巧妙，杨泗庙雕梁画栋 、船帮
会馆古香古色；太平灯盛会，舞龙彩船，
名吃八大件，闻名遐迩。

回溯历史，悠悠古镇，拥蜀汉二水，
何其繁畅；携秦风楚韵，何其靓丽，如人
间胜境，穿越千年烟云，依旧芳华不减。
着眼今日，蜀河镇立足“千年古镇、诗意
蜀河”品牌，坚持以深耕文化底蕴擦亮
“金字招牌”、以优化产业结构厚植 “绿
色家底”，“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兴
镇” 为主旋律的地域价值不断提升，镇
域发展交出了一张 “经济增长稳中向
好、生态环境向清而行 、文化事业百花
齐放”的亮眼成绩单。 展望未来，作为荣
获 “全国文明村镇 ”“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全国特色旅游景观名镇 ”“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镇”等 30 余项殊荣的古老小
镇 ， 蜀河正在打开一扇观其绿色生态
美、知其古韵新颜美 、感其创新活力美
的崭新大门，让越来越多的人感知到蜀
河古镇深邃厚重、兼收并蓄的光辉。

文化底蕴绽华彩

“蜀自兴晋始传流， 魏兴黄土淯阳
楼 。 又历闾关长岗郡 ， 巴山汉水照春
秋。 ”追溯古镇得名，源于蜀王冢存此，
自西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设兴晋县
以来，历经“2 郡 6 县 1 个巡检司”的改
革变迁，蜀河古镇迄今已跨越了 1700 余
年的光阴。 山撑起蜀河的骨架，水成为
它的血脉，这片土地伴河而生 、依河而
建、因河而兴，河流赋予其幽深静谧、古
朴典雅的姿影和气质，在历史的演进中
成为一颗日益璀璨的汉水明珠。

昔日船泊万里，浩似天上繁星。 清
嘉庆年间，内河航运崛起兴盛。 蜀河镇
乃是东达中原、南抵湘鄂、西通川渝、北
上关中的交通要冲之地，加之坐拥汉江
的水利漕运之便，地理环境成为这座小
城的资本，支撑起了百余年的繁荣与鼎
盛。 城内一核两区、三横九纵的古巷老
街中，曾汇集分布了四大客栈 、八大商
号、八处会馆、十九匠铺，以致有 “昔时
灯火万家城”“夜照万盏灯明” 的说法，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集水陆商贸于一体
的“不夜镇”“钱窝子”，更是整个汉江中
上游地区的经济 、 文化和交通运输中
心。 曾任旬阳知县的严如煜，在所编《三
省边防备览》一书中就称蜀河镇 “商贾
云集、 帆樯林立”，“小汉口”“汉江小都
会”等美誉便是由此得以冠名。

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贸易的蒸蒸
日上为文化的昌盛不息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 。 通过这条响当当的黄金水
道，南来北往的船商依靠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络进行商品集散交易的同时，随之

一并带来了文化的交流碰撞与广泛传
播。 于是，在汉水文化的原生基础上，荆
楚文化、 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也在蜀河
互补、繁衍，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共同为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也
正得益于此，这里不仅是水陆运输、农耕
商贸发展缩影的直接映射， 更是多民族
交往汇聚、多文化交融互鉴的共生结晶，
当之无愧的被称为汉江流域的 “文化活
标本”。 如今的蜀河，依然静矗在汉水之
畔的 102 处古迹故居、5 处省级文保单
位、9 处县级文物保护点，仍能从其精湛
技艺和工艺美术的吉光片羽中， 窥见旧
时的熠熠风采， 无声见证着往日的繁华
盛景。

古韵今风再创新

古迹是时间的印记，虽静默千年，但
却让文化有了跨越时间障碍的载体，是
人民伟大创造、 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的
有力见证。 对于蜀河而言， 以黄州馆为
代表的文物遗存是其最鲜明的神与韵，
以太平灯为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
其最不朽的根与魂。如若说，黄州馆是聆
听古代文明呼唤的大门， 那么太平灯的
盏盏青光， 便是辉映蜀河历久弥新的不
灭火焰。

太平灯，又名“火狮子”，兴起于明朝
嘉靖年间，2015 年 12 月被列入“陕西省
第五批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披
红挂彩舞翩跹，火树银花不夜天。这是一
场“攻”与“守”的博弈，是一场属于光与
火的“盛宴”，也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
撼。 前期经历了“扎、糊、编、绘、合”五大
工序制作而来的狮子活灵活现， 静待佳
时。 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当天色渐晚，
人群便如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一黑一青
两只狮子如约而至。在花灯引路，锣鼓伴
乐下，狮队沿着固定的道路走街串巷。每
到一户人家， 狮子以粗犷的步伐摇头摆
尾向主人“示威”或“挑衅”，主家和围观
的群众便拿出特制的“花子”对其喷射烟
火。狮子在喷出的万道金光中毫无惧色，
反而在烈焰腾飞中雀跃欢舞， 与火星融
为一体，在古镇街区的情境衬托下，塑造
出崇尚和谐、 敬畏自然的传统底色和恣
意纵横、潇洒自由的现代本色。花子烧得
越猛烈，呼喊的声浪越高，祈福的心愿也
就越强烈，饱含着祈求生活安定、国泰民
安的美好寓意，映照着涌动锐意创新、开
拓进取的澎湃热潮，而这些风韵，也都如
同藏在蜀河血脉中的基因密码般， 代代
相传，经久不衰。

千年古镇，承自非遗，根茂实遂。根
植于历史沃土的文脉遗产是蜀河焕发
活力的来源 ， 涵养了开放且包容的风
采 ，同时 ，也滋养 “老树 ”生发 “新芽 ”。
极具蜀河辨识度的毛绒玩偶 “红红 ”
“火火”正是由太平灯会中狮子形象提
炼而来。 以此为窗口，不仅看到了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也
展现了文化创新实践所迸发出的生命

力。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传统和现代
的丰厚润养下，文化载体的种子如雨后
春笋般破土而出，植入时代元素的木刻
版画 、书籍 《蜀河口 》《古镇词话 》声名
鹊起，文化产业的果实如芝麻开花般拔
节孕穗，毛绒文创年产 1000 万件以上，
远销欧美， 产值超过 1.5 亿元。 目前，
“红红”“火火”等网红 IP 已是来蜀游客
的必打卡物品，逐步构建起以古镇为核
心、文化为纽带 、产业为基础的同频共
振驱动模式 ， 实现了在延续历史根脉
中， 绘就蜀河向新求变的宏伟蓝图，也
成为当地向更广阔舞台敞开怀抱的最
新名片。

文旅携手续华章

小镇韵律悠且远，烟柳粉妆蜀河城。
城是一处景，景是一座城，整个蜀河古镇
就是一个大景区。 近年来，蜀河镇以“兴
文强旅”作为主要突破口，在山为骨、水
为脉、文为形、旅为体的生态框架中，加
大 “文旅＋保护”“文旅＋活动”“文旅＋研
学”“文旅＋美食”的全方位挖掘、全要素
打造和全矩阵宣传，形成了“线上营销有
流量、线下服务增留量”的战略格局，蓄
势铺开蝶变画卷。

文化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 也深刻
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蜀河镇立足于 “船
帮、商贸、民俗、饮食”四大文化，在有效
保护、合理开发等方面多管齐下，持续完
善“吃住行游娱购”一条龙旅游业态。 精
心策划“灯火里的蜀河古镇”“穿越千年，
畅游诗意蜀河” 等 6 个系列 28 项节庆、
游乐主题活动，内容涵盖汉服礼仪、文艺
演出、美食品鉴等各方面。 其中，汉调二
黄、商队进古镇、“八大件”讲解大赛等民
俗活动火爆出圈，进一步激发了“千年古
镇、诗意蜀河”消费潜力。在此基础上，还
相继绘制水墨画、诗词书法作品 1000 余
幅、拍摄专题片 2 部、沙盘模型 2 个、VR
展示 2 处，以精细化静态、多样化动态、

科技化拟态等方式，使文旅“富矿”多场
景、多风格、多形态展露无遗。 据统计，
2023 年蜀河古镇景区共接待游客 82.74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710.5 万元，加
快铺就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公共服务
日趋完善、 新兴业态亮点纷呈的振兴之
路。

软件与硬件唇齿相依， 硬件环境皮
之不存，软件环境毛将焉附？没有历史遗
迹保护，特色亮点挖掘就无从谈起。通过
采用残损修补、原状修整等修旧如旧、建
新如旧的工程保护措施， 先后建档挂牌
古建民居 102 座，制作实木牌匾 197 块，
实施古建筑原貌修复 286 户， 悬挂仿古
灯笼 800 余盏 ， 完成马头墙修复 1060
处， 使明清风格的风貌布局如同沧海遗
珠般重新闪耀， 为世人展现出古镇的颜
值、气质和品质。 同时，与古镇 AAAA 级
景区所匹配的基础设施打造也如火如荼
进行。改建人才馆 1 处，成立能人工作室
3 处，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100 余
人，乡土人才孵化“破土飘香”；建成特色
民宿 2 家，可同时容纳百余人就餐休憩，
建成外河堤停车场 12000 平方米， 蓄车
容量超 500 辆， 切实为全镇各业态提供
了现实支撑；铺设集镇道路沥青路面 3.4
公里，实施强弱电入地、街道外立面、照
明绿化等 95 个项目，景区综合环境提升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片土地，正在旧与
新、 古与今中折射出古韵人文与现代旅
游交相辉映的光芒。

巴山何巍巍、蜀河水汤汤。亘野繁华
纵，灯火酒家城。如今，桥通两岸，千帆争
渡的壮丽画卷被时光遗失， 渡口码头也
早已告别纷忙的舟楫穿梭， 唯有悠长永
恒的蜀河古镇， 依然在川流不息的古老
河流中， 倒映出岁月肌理里一座城市不
朽的灵魂。 时序更替，征程再启。 一个古
朴的现代蜀河，正于古今的和谐相融中，
诉说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 孕育着一方
厚土蓄势待发，走向新时代的“诗”与“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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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汉阴，素有“三沈故里·人文汉
阴”之美誉，这里是北大著名教授、“五
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沈士远、沈尹默、沈
兼士昆仲故里， 也是中国家训文化之
乡、陕西书法之乡和陕菜美食之乡。

凤堰梯田位于汉阴县漩涡镇境内
的凤凰山南麓，距汉阴县城 35 公里，属
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乾隆年间，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
家族为主的移民历经几代开垦建设，打
造出目前秦巴山区发现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古梯田。 遗产区包括凤堰梯
田、汉江谷地堰田、低山丘陵塘田。 遗
址构成由古梯田、沟渠堰塘、古建宅院、
村寨民居、 石堡寨遗址、 宗教设施、节
庆、方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是目
前秦巴山区考古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清代梯田，也是我国北方首个
以自然山水为背景，以古梯田、古堰渠
为展品，以民俗民风为陪衬，保护和展
示传统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的开放式生
态博物馆。

凤堰古梯田被称为中国古代移民
和农耕文化的 “活化石”“基因库”。 这
里 呈 现 出 的 山 林 ———村 寨 ———梯

田———江河———农舍五度同构的农业
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人文景观，是人
类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АААА 级凤堰古梯田景区已被国
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
座开放式移民生态博物馆、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名录，被农业农村部命名为
“中国美丽田园”，凤堰梯田稻作梯田系
统 2021 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

为充分挖掘“凤堰古梯田”的文化
底蕴，展现凤堰景区的魅力风采，让更
多游客走进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生态
博物馆， 领略凤堰古梯田迷人景色，体
验古老农耕文化内涵， 安康日报社、中
共汉阴县委宣传部、汉阴县文化和旅游
广电局、汉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
共同举办“人文汉阴·魅力凤堰”全国有
奖征文活动，欢迎全国广大作者踊跃参
与，大型纯文学刊物将选登部分征文优
秀作品。 具体事项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安康日报社、中共汉阴

县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汉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征文作品体裁及题材
1.体裁：小说（含人物故事、民间传

说）、散文(包括游记、随笔、地域文化研
究论文)、诗歌(包括古体诗词)等文学作
品均可。

2.题材：征文内容以“人文汉阴·魅
力凤堰”为主题，以当地的民风民俗、非
遗传承、农耕文化 、移民文化 、美食文
化、发展变化、人文精神等多视角，以凤
堰古梯田为背景，全方位、多角度，挖掘
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 探索凤堰之魅，
充分展现当地的地域特色。

3.字数：文章类不超过 6000 字，现
代诗不超过 50 行， 古体诗词不超过 3
首。

三、征集时间
文稿征集自即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止。
四、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根据作品的质量将评选

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纪念奖 100 名。 对获奖作者颁发证
书及奖金， 获奖作品及获奖名单除在
《安康日报》选登公布外，还将在安康新
闻网、安康日报数字报等各级官方融媒

体、新媒体择优刊发。 具体奖金如下:一
等奖 1 名 :奖金 10000 元 ;二等奖 3 名 :
奖金 5000 元; 三等奖 5 名: 奖金 2000
元;纪念奖 100 名：赠送汉阴特产一份。

五、相关要求
1.设立“人文汉阴·魅力凤堰”主题

有奖征文组委会，组委会将特邀专家组
成评委组，对征文进行评选。

2.征文作品须为作者的原创作品，
如发现有抄袭或侵权行为，主办单位将
取消作品参与评奖或追回已发的奖金，
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投稿作者自行
承担。

3.参赛作者拥有著作权，并同意主
办方对作品进行结集出版和展示发布，
不再另付稿酬。

4.征文实名投稿，并附作者通讯地
址、单位和联系方式。

5. 投稿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汉阴
县“人文汉阴·魅力凤堰”主题有奖征文
组委会邮箱:1584343370@qq.com

联系人：袁伟（0915）5217550
15991154130

春风拂面 、百花竞放 ，正是踏
春赏花好时节。 5 月 4 日，汉阴县处
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玫
瑰花、牡丹花等各种花卉在阳光的
照耀下竞相开放，吸引了大量游客
赏美景 、品美食 ，享受假期带来的
快乐。

走进君科玫瑰园，便能看到园
内外车辆如潮， 园内人流不断，13
万株玫瑰花绚烂开放，红的、黄的、
粉的……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
艳，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
在眼前 ，游客们结伴而行 ，徜徉在
花海之中，亲身感受这场花的视觉
盛宴。 据了解，为了方便游客游览，
景区还提供了完善的服务设施，美
食区 、休息区等一应俱全 ，确保游
客能够舒适地享受赏花之旅。

“我之前是在抖音上看到了好
多朋友们来这里玩，所以我和朋友
就专门留了一两天的行程来汉阴
打卡 ，一路上风景很优美 ，交通也
非常的便利 ， 汉阴的美食也比较
多， 这里的花草开得非常的茂盛，
很美，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来，女
孩子不管是十岁 、二十几岁 、三十
几岁都是爱花的。 ”游客陈女士感
慨道。

同样在花遇湾牡丹园区，这两
天，园内 538 个牡丹品种，近 14 万
株的牡丹竞相绽放，形成了一片花
的海洋， 游客们漫步在花海中，感
受着牡丹带来的芬芳和美丽，纷纷
拍照留念。

“我是从安康这边过来， 路过
汉阴县，沿途领略了这边的青山绿
水 ，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在这边游
玩，感受特别的好，过来之后，看到
这边的花开得特别灿烂，景区服务
也很不错，身处在这里面也感觉非
常的惬意 ，和家人一起 ，也是一个
特别美好的回忆。 ”游客张女士说。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和体
验牡丹文化，景区还推出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和优惠措施，让游客们在
赏风景 、品花香的同时 ，能参与到
古风牡丹书画展、飞花令古诗词接
龙等文化活动中来，让游客的体验
感更强。

据花遇湾牡丹园负责人曹凯
介绍：“五一期间，花遇湾牡丹园策
划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群
众参与热情很高，尤其是情缘会和
飞花令诗词接龙挑战赛赢得了群
众的喜爱和称赞。 截至目前，花遇
湾累计接待游客五万余人次。 ”

本报讯（记者 吴苏 通讯员 吴亚君 刘一薇）
近日， 汉滨区举行大竹园镇旅游推介宣传暨龙头
湾·茶语漫游 AAA 级景区新闻发布会。 会上，大竹
园镇人民政府镇长郑涛向大家介绍了大竹园镇茶
旅融合及龙头湾·茶语漫游景区有关情况， 龙头
湾·茶语漫游景区形象大使单东培做了景区推介。

龙头湾·茶语漫游景区位于汉滨区大竹园镇
粮茶村，景区地处龙头湾山水之间，交通便利，鸟
语花香，景色宜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管理办法》， 经汉滨区文化旅游广电局推荐申报，
安康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实地验收。 1
月 15 日，汉滨区龙头湾·茶语漫游景区被正式评定
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五一”假期，龙头湾·茶
语漫游 AAA 级景区对外营业。 该景区为开放性景
区，不收取门票，停车场免收停车费。

龙头湾·茶语漫游景区由安康市东旭茶叶生
态农业园区建设，通过整合特色资源，打造研学、
度假、旅游、餐饮、制茶体验等茶旅活动，开发系列
茶旅产品、丰富茶旅内容、挖掘茶旅文化，打造独
特的茶旅品牌，形成“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
融”为一体的吃、住、游、玩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
茶区景区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大竹园镇以“茶旅融合特色镇”建设
为目标，按照“党支部+园区+农户”模式，将休闲农
业发展与茶产业、农民创业增收融为一体，着力推
进农旅结合、茶旅融合，以农促游、以游带农，全方
位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了
“支部强、产业兴、群众富”的工作目标。 已建成高
标准茶园 17500 亩（“陕茶 1 号”茶叶示范园 3500
亩），发展市区级农业园区 6 个，培育茶叶产业经
营主体 18 家，茶叶加工厂 16 家，茶旅融合示范庄
园 2 家，茶文化农家乐 6 家，茶旅年产值 2 亿以上，
人均年增收 43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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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汉阴·魅力凤堰”全国有奖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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