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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为热爱而战，为爱好而战，没有商业炒作，都是自我
风采展示的满腔热情。 5 月 24 日，依托秦岭生态资源禀赋，
宁陕县正式启动“村光大道”系列文旅活动。 活动以“群众即
主角、山乡即舞台”为核心理念，通过文化搭台、群众唱戏、产
业联动的创新模式，打造为期 3 个月的乡村文化盛宴。

作为县域生态旅游首位产业发展的关键实践，“村光大
道”承载着推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走出一
条活动出圈、宁陕出彩、经济出效之路。

“出圈”策略，突破地域流量壁垒

为办好本次赛事，宁陕县一方面创新机制设计激发全民
参与，打破“专业演员主导 ”传统模式 ，普通群众参赛率超
95%。 田间劳作的农民、非遗传承人、个体经营者等“素人”成
为舞台核心，涵盖 7 岁孩童至 70 多岁的老者。目前，宁陕“村
光大道”已吸引 2000 余人报名，真正实现“摘星不造星”。

另一方面，打造全域传播矩阵扩大声量，县融媒体中心、
县文旅广电局携手各镇，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平台发布“村
光大道”赛事信息 1460 余条，浏览量 5120 余万次，实现了线
上的裂变传播。此外，宁陕县紧盯西安高校大学生群体，依托
“21℃的夏天·清凉宁陕”生态标签，吸引大学生写生采风团，
游宁陕美景，看村光大道，实现线下场景引流。“村光大道”活
动启动以来，抖音话题“宁陕村光大道”播放量达 1742 万次。
活动启幕稿件《秦岭深处搭起“村光大道”：宁陕创新文旅融
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在中国新闻网、群众新闻网、安康
新闻网等中央、省、市多个媒体平台发布。

“出彩”亮点，彰显宁陕辨识度

生态资源赋能场景体验。 宁陕县森林覆盖率 96.24%，居
全国第一，负氧离子浓度超世卫组织标准 3 倍，荣膺“中国天
然氧吧” 称号。 “村光大道” 活动深度嫁接生态优势， 主打
“21℃的夏天·清凉宁陕”体验，将滨河公园舞台与山林溪流
自然声景融合， 夜间山风伴随演出的沉浸式场景获游客好
评。 同步开设的“秦岭山珍大集”“有好市小吃一条街”30 余
个展位展销宁陕腊肉、羊肚菌、香菇；美食区现做洋芋糍粑、
玉米锅巴、麻辣豆腐干吸引游客频频驻足，形成“观演+尝
鲜”闭环体验。

文化资源活化创新表达。 在“村光大道”活动舞台上，既有
乡村记忆的现代表达，也有群众创意的无限绽放。 历史舞台剧
《解放宁陕》、舞台情景剧《宁陕蝶变》、走秀《秦岭稼穑·田园霓

裳———快乐农耕时装秀》等节目，通过加入舞美、道具、灯光、音
乐等现代元素焕发新生，观众评价“仿佛感知到了祖辈拓荒的
精神”。 更有七旬退休老人万传武化身“大圣”惊艳亮相，《大圣
逛乡村》的诙谐模仿，尽显乡村生活的自在惬意与老人矍铄的
精神风貌。 接下来，二胡、唢呐等传统乐器也登上舞台，为观众
奉上精彩的文化盛宴。

服务创新传递在地温度。 全县干群深入践行“来到宁陕
都是客”服务理念。 “村光大道”活动期间，大量精品民宿推出
折扣套餐；干部群众自发参与志愿服务，为外地游客指引演
出地点、引导入场就座、介绍参赛规则、鼓励报名参赛等；全
县免费开放公共及单位内部停车位供外来游客停车休憩。由
公安交警、文旅、卫健医保等 9 个部门组成的“村光大道”活
动服务保障队伍集体宣誓，承诺以“最完善的赛事保障、最优
质的配套服务、最舒适的旅居环境”服务游客，构建起了全方
位的旅游服务保障体系。

“出效”转化，激活乡村经济

周末及赛事举办日，县城及周边乡镇的民宿、农家乐常
常一房难求。“村光大道”活动带旺了人气，更拉动了消费。农
家乐的餐桌前，游客们品尝着本地腊肉、鲜蔬、山珍，每一口
都是秦岭的馈赠；特产店里，包装精美的蜂蜜、木耳、香菇成
为紧俏伴手礼，销售额节节攀升。 “村光大道”活动的品牌效
应，也同步提升了宁陕农产品的市场认知度。

依托 “村光大道 ”活动设置个体商户经营小吃摊位 、
非遗展演、保洁服务等临时性岗位，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此
外，县文旅局举办“酒店、民宿抖音同城营销培训会”，全县
24 家酒店、民宿经营者参与培训，全面提升宁陕酒店民宿
的新媒体营销能力 ，借势 “村光大道 ”品牌热点 ，将线上流
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 ，助力转型高品质服务 ，持续拓宽
增收路径。

通过“村光大道”活动链接“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城市
品牌，形成“村光大道+清凉宁陕”双 IP 矩阵。活动期间，还将
持续开展非遗展演、山珍市集、水上运动、自然研学、徒步露
营、自驾观光、旅居康养、美食品鉴等“清凉宁陕”系列活动，
实现“月月有爆点、季季都出圈”，为宁陕文旅产业长远发展
注入动能。

为期 3 个月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宁陕“村光大道”让人
看到了一个以群众创造力为原点、生态资源为画布、文旅融
合为笔墨的乡村舞台， 共同构成了这场别样的文旅赛事，也
书写出“绿富同兴”的宁陕发展新篇。

盛夏时节， 汉阴县城浸润在
深浅不一的粉紫之中， 大片盛放
的紫薇花在骄阳下织就出一场迷
人的视觉盛宴， 也吸引着市民与
游客前来邂逅这份夏日独有的浪
漫。

步入北城街， 道路两旁紫薇
连绵，汇成流动的花廊。 玫红花朵
热烈绽放， 在阳光下流淌着明艳
光泽；粉白花枝则清新婉约，宛如
娇羞少女。 繁花层层叠叠簇拥枝
头，微风过处，花枝轻颤，仿佛与
行人细语低喃。

移步城关镇龙岭村千步堤 ，
又是另一番醉人景象。 步道两侧，
紫薇恣意盛开， 与四周的青山绿
水、古朴民居浑然一体，勾勒出一
幅宁静悠远的田园画卷。 徜徉其
间，游客恍若置身世外桃源。

“汉阴的紫薇开得正好，趁着
工作间隙，和姐妹们来赏花。 看着
这片粉紫相间的花海， 心情特别
舒畅。 ”游客杨志娇的欣喜溢于言
表。

在秦巴山脉的环抱中， 汉水之畔的
紫阳县焕古镇正焕发新活力。 凭借独特
的“茶旅+非遗研学”模式，焕古镇已成为
陕南地区文旅融合的新典范。 今年清明
至 “五一 ”期间 ，古镇接待游客量突破 3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 茶香氤
氲中仿佛能听见茶马古道的驼铃声。 焕
古镇的茶文化始于盛唐，兴于明清，清代
“‘紫邑宦镇’ 毛尖” 曾作为贡茶享誉全
国。 如今，古镇仍完整保留着传统制茶工
艺，从采摘到烘焙的 12 道工序，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 ， 焕古镇立足千年茶乡底
蕴 ，创新打造 “茶旅+非遗研学 ”特色品
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镇通
过“政企校”三方联动，精心开发了三大
特色研学课程体系。 在生态茶园， 学员
们身着传统采茶服饰，学习“一芽两叶”
的采摘标准。 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徒
手炒青 ”绝技 ，学员们通过 “看 、闻 、摸 ”

感官体验，领悟“杀青火候”的精髓。 茶
文化馆内， 村干部通过全息投影技术 ，
生动再现唐代贡茶制作场景 ； 在每周
三、六定期举办的社火展演中， 省级非
遗传承人带领学员研习 “彩龙船十八
式 ”和 “舞龙九式 ”，从基本步法到队形
变换，进行系统教学。 这项已成为古镇
特色文旅 IP 的活动，今年已培养青少年
传承人 150 余名 ， 最小学员仅 8 岁 ；在
清代建筑吊脚楼里 ， 非遗传承人采用
“口传心授+数字乐谱 ” 的创新教学方
式，教授《郎在对门唱山歌》等曲目。 通
过方言解析 、情境再现等形式 ，让学员
深入理解民歌背后的文化内涵。

这些特色研学项目获得央视 《焦点
访谈》专题报道，其中“非遗小传人”培养
计划更被列为陕西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2024 年迄今，研学
课程参与人数已突破 6000 人次，带动周
边新增餐饮、 住宿、 导览等就业岗位 30
余个。

为提升游客体验， 焕古镇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 相继打造了一批特色硒茶体
验馆、茶宿和主题餐厅。 据了解，紫阳县
城至焕古的公交旅游专线也将于 7 月底
投入使用，届时游客出行将更加便捷。

“今年以来，我镇游客接待量同比增
长了 50%， 研学人数相较去年同期更是
增长 1 倍。 这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知名度，
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越来越
多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焕古镇党委
书记孟庆国说。

依托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非
遗资源，焕古镇正走出一条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的特色发展之路， 让千年古镇在
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炎炎夏日，汉滨区石梯镇双村村成片
的油葵向阳而生，金灿灿的花盘在阳光下
舒展层叠花瓣， 与葱郁山峦相映成趣，宛
如金色绸缎铺展在巴山腹地，吸引各地游
客纷至沓来。

踏入双村村油葵基地，阵阵淡雅的花
香扑面而来。 基地三面环山，植被繁茂，构
筑了良好的生态屏障。 漫步于金色花海之
中，微风拂过，硕大的油葵花盘轻轻摇曳。
游客们沉醉其中， 或在花丛间拍照打卡，
或放慢脚步， 静静欣赏油葵花的绚丽姿
态。 成群的蜜蜂穿梭花丛，与游客的欢声
笑语交织成曲。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我是从抖音上刷
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带着朋友来拍照打卡。”
来自安康中心城区的一名游客赞叹道。

据了解，为推动产业发展转型，石梯
镇多次组织农业专家、 镇村干部实地调
研，结合双村村的土壤、气候条件，最终选
定油葵种植项目。 自播种伊始，便安排专
人进行全程精心管护，从播种、灌溉到施
肥，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精力。 如今，
油葵不仅凭借其迷人景致扮靓了乡村，更
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色产业”。 待
秋收时节， 油葵籽还可用于压榨食用油，
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一城紫薇满城客
通讯员 文婷 徐欢 段凯

百亩油葵涌金浪
通讯员 陈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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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 光光 大大 道道 ”” 演演 绎绎““文文 旅旅 共共 富富 曲曲 ””
通通讯讯员员 黄黄太太萱萱

花花开开正正艳艳

风风景景如如画画茶茶山山研研学学游游

学学生生体体验验社社火火表表演演

游游客客购购买买小小吃吃村村民民表表演演

““村村光光大大道道””舞舞台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