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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4 年 8 月 16 日陕西岚皋 “村 BA”开
幕以来，6 省市 89 支球队，开赛 50 余天，现场观
赛超 70 万人次，全网点击量达 15 亿次，全程策
划筹办各类文体旅商活动 300 余场次，带动日
均来岚车辆同比增长 3 倍， 游客数量和旅游综
合收入实现 2 倍增长， 宾馆酒店入住率持续达
90%，其中吉泰盛世、金源龙城等酒店入住率持
续 100%。 岚皋村 BA 更是被中央电视台盛赞
“乡村体育在岚皋开出了花”；新华社评价“岚皋
村 BA，点亮秦巴山水”；共青团中央写到“这里
不是巴黎，是陕西岚皋村 BA”；著名文化人更是
称道：“国外有 NBA，国内有 CBA；岚皋村 BA，
是老百姓的众 BA。 ”

2024 年，岚皋县立足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

紧扣旅游 “首位产业 ”，围绕 “五字要诀 ”、实施
“六大工程”，努力将各要素向旅游聚集，各业态
向旅游靠拢。 同时，锚定中国村 BA“西南看台
江、西北看岚皋”目标，进一步激活了岚皋文旅
融合发展新契机，全面掀起“旅游振兴”新热潮。

文旅融合促发展，拉动经济稳步增长

去年以来，岚皋县依托当地特色，围绕“春
踏青、夏戏水、秋 BA、冬玩雪”四季主题活动，并
迎合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 相继开展了巴山秋
池·冰雪大世界、“花漫三秦春山有约”陕西省最
美巾帼乡村旅游线路推介活动、全国“巾帼普法
乡村行”活动、“硒旺岚皋·鼓振三秦”岚皋县“城

投杯”首届大道锣鼓表演赛、千架无人机表演、
“5·19 中国旅游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暨“畅游
三秦 礼仪先行”文明旅游季启动仪式、第三届
“岚皋味道”美食烹饪技能大赛、大型水上宋氏
婚礼演绎、第二届巴山汉水“陕西岚皋村 BA”体
旅促商贸、游跑两项、跟着诗词游陕西（岚皋）等
大型文旅活动 30 余场。 同时在节假日期间，积
极组织各涉旅乡镇、景区景点开展啤酒音乐节、
篝火狂欢节、帐篷露营、四季“村晚”、传统民俗
表演、泼水节、抓鱼赛、打谷节、冰雪音浪节等系
列文旅配套活动 600 余场，为来岚游客奉上“文
旅饕餮盛宴”。

“‘村 BA’期间，我就白天开一下餐馆，晚上
就去现场看球赛，你听我声音都喊哑了。 而且之

前我们一天的营业额最多也就六百左右， 比赛
期间，一天就能赚 1600 多元，每天的外卖订单
都忙不赢手脚。 ”店主陈先生笑容满面地说道。

自岚皋“村 BA”开幕以来，全县接待游客同
比增长 134.09%，旅游消费同比增长 82.09%，县
内宾馆酒店入住率由 30%上升到 90%。 吸引深
圳智林泰电子、 银川住好家科技等一批在外的
岚皋籍企业家返乡创业，带动“村 BA”文化衫、
魔芋公仔毛玩等产品俏销，“后备厢经济” 促进
百汇商贸、烛山魔芋、硒宝科技、康泰牧业等本
土企业营收创新高。 去年 8 月份以来，全县快递
业务量达 123 万件、同比增长 17%，富硒魔芋、
豆腐干等农产品收寄量同比增长 1.2 倍，线上线
下销售额高达 3.26 亿元。

媒体矩阵齐营销，八方游客好评如潮

2024 年，岚皋县积极组织网红大 V、名人、
摄影协会等团体来岚采风，通过拍、录、画、写、
直播等形式 ，相继在小红书 、微博 、抖音 、视频
号、快手等平台发布岚皋旅游景区景点、文旅活
动、美食、民宿等相关信息。 截至目前，有关岚皋
县旅游的报道在中央、省、市等各媒体平台已有
300 余条。 同时，该县除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文化旅游活动外， 还推出了南宫山北线 （南
线）、巴山秋池滑雪体验、巴山露营、千层河、高
峰逸境、蓬莱仙境等多条精品线路游，从赏山水
风光、到观文化活动、再到体验文娱游乐，“白+
黑”的游乐模式受到广大游客的追捧。

“我是浙江的，这是第二次来岚皋了，第一
次来是通过岚皋文旅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知道这
边正在办‘村 BA’比赛，然后住了十天。 这次我
是在抖音刷到巴山秋池开园了， 而且多了一个
时空隧道的项目，感觉挺不错的，就准备第二天
去秋池看雪景、打雪仗，体验滑雪的乐趣。 ”游客
曾先生说道。

在岚皋“村 BA”期间，岚皋县形成了“主流
媒体引领+网红大 V 带动+最美推荐官主推+万
人矩阵宣发”的宣传矩阵，组建 63 名文旅推荐
官、解说员队伍，以“一座城服务一个人”为宣传
理念，以方言“展展滴”为宣传口号，以地域文化
整活“显眼包”等作为传播记忆点，推动“陕西岚
皋村 BA”话题热度、带动效益、各界评价等一路
向好、节节攀升，全网曝光量超 15 亿，五次被央
视报道相关内容， 其中开幕式当天就掀起流量
高峰，更是被共青团中央网以“巴黎？ 不！ 是陕
西”为题推介运动员登船入场方式，吸引诸多知
名博主和自媒体达人纷纷前往打卡，成为“好客

岚皋”的宣传“生力军”。据了解，岚皋“村 BA”全
网共发布短视频 1.38 万条、点赞 71.22 万次、转
发 26.31 万次。

多元政策引客来，文旅景区“四季常青”

2024 年节假日期间， 岚皋县所有景区实行
门票半价优惠，“五一”期间，还出台游客可凭借
飞机票、火车票、驾驶证免费进入景区；“十一”
前期，实施“引客入岚”优惠措施，这一系列优惠
活动吸引了各方游客到岚皋打卡旅游。 在 “村
BA”体旅融合促商贸活动期间，岚皋所有收费
景区对前来参赛的运动员免景区门票； 对来岚
旅游、观看“村 BA”赛事的游客，凭身份证享受
景区门票半价优惠；为方便游客出行，每天都有
定时的免费班车前往南宫山、巴山大草原方向；
实行“三票联动”机制，游客凭借高速收费票、景
区门票、饭票可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同时，作
出“三不三免两个一律”郑重承诺，处处营造“来
了都是客”的旅游消费环境，全面展示“厚道、淳
朴、热情”的好客形象。

“我是经本地人介绍来到‘客路故乡’的，没
想到这儿的农家菜不仅好吃，老板服务热情，而
且充满了田园气息，听老板娘介绍，岚皋县城的
岚河夜画挺美的， 我打算今晚住一晚， 坐一下
船，明天再去巴山秋池滑雪，感受一下‘岚皋生
活’。 ”来自湖北恩施的肖女士说道。

近年来，岚皋县积极探索“龙安茶传说”“魔
芋豆腐制作技艺”“神仙豆腐制作技艺”等 35 个
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模式， 新增 2
个省级非遗工坊。 培育南山别院、猕园、松童逸
境等精品民宿 41 个和客路故乡、 梦见蓬莱、高
峰逸境等民宿集群 3 个， 新培育链主式文旅企
业 1 家，新增三古逸境、蓬莱仙境等网红打卡点
30 余个和 3 个露营基地，新开业“和美庭院”吃
住娱一体式农家客栈、农家乐 225 家，旅游商品
经销商店 7 处；新发展“夜经济”微市集 2 处；新
推出沉浸式游乐项目 5 个；新建、改扩建景观小
品 27 处、特色街区 2 条，基本形成全域全景的
大旅游发展格局。

“下一步，岚皋县将围绕“中国岚韵·巴山秋
池冰雪嘉年华”文体旅商融合活动，聚焦传统文
化、特色美食、乡野民宿、景区景点等核心内容，
陆续举办“中国岚韵 巴山唢呐·乡村民谣”展演
大赛、“岚河夜画”山水实景演绎等系列活动，丰
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 ”岚皋县文化和旅游广电
局局长唐久森说。

本报讯（通讯员 杨蜜）近日，旬阳市启动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对全市文物普查实施
方案、实地普查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具体目标
和推进措施进行全面解读，对普查范围、普查对
象、普查时间、普查成果进行详细安排。

旬阳自然资源富集， 人文历史悠久厚重。
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秦设旬关并置县，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

发展历史，形成旬阳境内众多不可移动文物，包
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具有很高的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此次普查将针对全市
621 处不可移动文物及新发现线索 ，扎实开
展现场勘查 、测量 、标本采集 、绘图、拍照、录
像等工作，做到应查尽查、全面覆盖，确保普查
工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文化遗产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水
平。

据悉，旬阳市“四普”实地调查分两个阶段
进行， 第一阶段将从今年 1 月 2 日启动到 1 月
24 日结束；第二阶段于今年 2 月中旬开始至月
底结束。 相关专家和普查队员将分为 8 个普查
工作组到全市 21 个镇开展普查工作。

干净整洁、归置有序、移步有景、产业兴旺。
从各具特色的农家小院， 到与时俱进的现代农
业，从生机盎然的文旅产业，到文明淳朴的民俗
乡风……甲辰龙年冬日， 温暖的阳光洒在每一
个角落，放眼汉阴广袤乡村大地，处处展现出业
兴人和的喜人景象。

元旦节当天， 位于汉阴县平梁镇集镇社区
的玫瑰园垂钓中心迎来了 60 余名垂钓爱好者，
蔚蓝苍穹下， 大家趁着周末时光享受垂钓带来
的快乐。上饵、抛竿、观漂，垂钓爱好者们目不转
睛地捕获“鱼情”信号，随着浮漂下沉，提竿遛
鱼、抄网，动作一气呵成。 “这里风景很好，每到
周末我都约上三五钓友一起来这里钓鱼”。垂钓
爱好者小陈说道。

蓝天白云，是群众所愿；田园风光，是群众
所盼；产业兴旺，是群众所望。 玫瑰园垂钓中心
持续火热的人气是平梁镇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依托辖区“天蓝、
山绿、水清”的生态环境，立足沐浴河淡水充沛
的优势资源，将冬季垂钓、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大力支持乡村民宿、家庭农庄、农家乐建设，打
造休闲有园、游览有花、采摘有果的特色农文旅

产品体系， 吸引一大批务工年轻人纷纷返乡创
业，在好风景里创造好日子。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驾车行驶在汉
阴县城关镇三元村的村道上，给人一种“人在车
中坐，车在画中行”的独特体验，行至大木坝区
域，举目四望，千亩凤凰山茶园如绿地毯镶嵌山
腰，美丽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2024 年，该村坚持
茶旅融合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建设旅游、研学、
观光为一体的凤凰山茶园景区，将“茶园”变“致
富园”， 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助力群众就业增
收，而穿村而过的汉漩路通过村民的持续维护，
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打卡观光， 成为推动经
济发展的加速路，建设和美乡村的风景路。

一座座现代化智慧果蔬大棚整齐排列，一
串串七彩圣女果长势喜人……地处汉阴县城东
南方向的中堰村民兵产业园以“数字”赋能，积
极培育“数字+文旅+农业”新业态，在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的路径上展现出巨大潜力。去年，乘着
数字乡村建设东风， 该村大力推动数字农业和
数字治理，智慧果蔬大棚三期项目顺利实施，城
乡接合部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村集体收入达到
300 万元， 群众宜居宜业的幸福画卷在中堰村

徐徐铺展，成为县域“和美乡村”的典范样板。
沿汉阴凤凰大道向东 2 公里，走进五一村，

绿油油的高标准农田与民居相映成趣，“处处皆
美景，步步入画来”的乡村美景为游客留下深刻
印象。该村依托国企带镇村模式，积极培育生态
游、乡村游、观光游、休闲游、农业体验游等农旅
融合产业，重点推进荒山植绿特色产业、村落连
线庭院经济、富硒农业田园风光等项目，将杂草
丛生的五一村九组荒坡地蝶变为宾客满园的花
遇湾牡丹园，而农家庭院前“三堆五乱”也被欣
欣向荣的庭院经济代替。 “村庄变美了，来五一
村游玩的人也多了。”村民们言谈举止间透露着
对乡村新貌的自豪。

“一村一景” 是乡村全域旅游的重要符号。
近年来， 汉阴县城关镇围绕推动锦绣汉阴旅游
业发展提速，聚焦月河川道产业高质量发展，依
托乡村自然环境，结合“千万工程”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理念，细
致打磨人文汉阴的内涵和环境， 着力在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上做美生态、 做活文化、 做实基
础、做优服务、做大景区、做强品牌，绘就了村容
村貌美、乡村产业旺、社会和谐好的靓丽画卷。

石泉县后柳镇是省级旅游度假区， 该镇坚
持把旅游和水上交通安全作为安全生产重中之
重，围绕“责任、监管、保障、服务”四个要素发
力，守牢守好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稳定发展
环境。

完善体系落实责任。建立镇党委、镇政府主
要领导主责，主管站所牵头协调，镇站（办、所）
所分口负责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 健全规
章制度，建立监管台账。突出旅游和水上交通安
全重点，入账管理旅游公司 6 家、营运生产船舶
149 艘， 分别与 6 家船运经营户、100 户农户签
订责任书， 做到 “一户一责任书、 一座一救生
衣”，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艘船
只、每一位船员。

严格监管守住底线。 建立营运船舶定期安
全体检和船员资质审核机制，定期对船体结构、
航行设备、救生消防设施等进行安全检查，停运
整改未达标船舶，严格船员资质审核，确保船舶
100%安全适航、船员 100%持证上岗。 利用视频
监控、GPS 定位等技术， 动态掌握船舶情况，及

时发现处置违规航行行为。
强化保障夯实基础。 建立完善水上交通安

全应急预案，组建专业水上应急救援队伍，积极
参加省、市级应急演练，提升协同作战能力与应
急响应速度。与气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
前预警恶劣天气，发布预警信息 28 次，禁航 6
次。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突出码头、渡口以及江
边危险点位，升级改造安防设施，累计投入 25
万元，增设修复防护栏 380 米、防滑设施 20 处，
设置警示标志 60 处，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优化服务提升意识。 深入开展安全志愿服
务，该镇通过招募 2000 余名志愿者参与旅游和
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人均累计服务时长达到
120 小时，参与安全检查 100 余次，服务游客数
量达 150 万人次。 组织安全航行等水上安全培
训 4 期，培训船员 400 余人次。 通过张贴标语、
发放宣传手册、播放音视频等形式，大力宣传安
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 5 万余份，播放视频、音
频 200 余场次，受众群众达 40 万人次，营造了
浓厚的旅游安全氛围。

高奏融合交响曲 文体旅商开新局
通讯员 陈阳

旬阳市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后柳镇：守牢安全底线 护航旅游发展
通讯员 邱凯

文旅融合乡村美
通讯员 张辉

美丽的乡村公路 垂钓中心

客路故乡

1 月 5 日，镇坪县腊肉节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镇坪腊肉腌制技艺”非
遗工坊———镇坪县汉巴食品有限公司举办，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感受乡愁乡味，体验非遗文化。

郭圣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