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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秦巴叠层翠， 滔滔汉水两岸
青。 在秦巴腹地、汉江之畔，1277 公里
干线公路蜿蜒于青山绿水间，串联起安
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与产业之兴。

近年来，市公路局紧扣“交通强市”
“综合枢纽”战略和市委、市政府建设汉
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目标，不
断创新国省干线公路养管新思路 ，以
“路旅融合”为突破口，依托生态资源、
红色资源、优秀传统文化、交通发展优
势，探索出一条“公路先行、以路促旅、
以旅兴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了
将环绕“绿水青山”的干线公路优势转
化为建设“金山银山”的现实生产力，为
安康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注入强劲动
能。

以路串景，勾勒全域风景线

干线公路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支
撑和先决条件。 在安康历史上，因受公
路交通环境的制约，美丽的旅游景点也
鲜有人涉足。

被称为“秦岭之心”的宁陕，地处秦
岭南麓，是安康的北大门，距离西安最
近距离仅 72 公里， 境内高山草甸蜿蜒
延绵、原始森林遍布山脊、险滩叠瀑环
接河溪，春观百花秋赏叶，夏乘凉风冬
赏雪，是一幅移步换景的山水画卷，但
是受交通阻隔，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

随着“三纵五横”交通动脉的贯通，
宁陕迎来破茧成蝶的契机， 西万公路
（原子午道）完成升级改造，石泉至宁陕
二级路构建起全域旅游环线，宁石高速
打通时空隧道，将秦巴天堑化作通途。

安康到宁陕、宁陕到西安的交通按下了
“快进键”，车程从 8 小时缩短至 1.5 小
时左右。 这条生态廊道的贯通，不仅让
子午梅苑、筒车湾漂流、悠然山湿地等
景区成为网红打卡地，更催生出“公路
旅游经济带”的黄金走廊。

其中，宁陕县城关镇渔湾村的嬗变
堪称路旅融合的典范。 当公路延伸至
这片区域，村党支部书记黄小勇带领村
民将传统农舍改造为“鹿柴山居”精品
民宿集群，青瓦白墙掩映修竹，稻田剧
场演绎农事， 二十四节气主题客房将
秦岭物候化作沉浸式体验。 清明假期
98%的入住率，印证着公路赋能带来的
价值裂变。

在国道 210 线宁陕段，“公路+”创
新模式绽放异彩。 利用废弃路段改造
的房车营地， 占地面积达 1000 余平方
米，70 个智能车位融入山水画卷，水电
补给、生态卫浴等设施与自然环境完美
共生，日均接待能力达 200 人次。 夜幕
降临时，星空帐篷与流动的房车灯光，
在秦岭南麓绘就现代版的 “清明上河
图”。

宁陕公路段以 “秦巴 1 号风景道”
建设为轴，开创“三维养护”新模式，生
态养护构建百里花谷， 智慧养护打造
平安走廊，文化养护植入子午记忆。 这
种创新实践使公路成为流动的生态博
物馆， 带动全域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
110%，今年春季，仅子午梅苑单日最高
客流突破 3.2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一花引来百花开。依托 520 公里秦
巴 1 号风景道旅游环线，路衍经济持续
升温。 目前，秦巴 1 号风景道旅游环线

沿途布局了 130 家精品民宿、7 处房车
营地、600 余家农家乐， 不仅拓宽了群
众增收渠道，还提升了游客在吃 、住 、
行、游、购、娱等方面的体验感。

融景于路，滋养富民产业链

汉水如练，蜿蜒东去。在石泉境内，
景致四时变换的国道 541、国道 316、国
道 210 犹如五色锦带把 “石泉十美”串
联起来。 进入石泉,打卡石泉老街，游金
蚕小镇，览云海日出，逛后柳古镇，赏中
坝大峡谷，游客纷纷停下匆忙的脚步，
欣赏石泉山水之秀美。

行走在国道 316 线石泉池河路段，
只见天、地、山、路自然融合，人、车、景
和谐统一。 晴时云瀑倾泻，千峰沐金；
雨际青峦含黛，万木凝碧。 道路随山势
婉转，车移景异间，蚕桑博物馆的飞檐
与天空之镜的倒影相映成趣，玻璃滑道
的流光与桑栖云村的炊烟交织成韵 。
这条“情怀味浓郁的公路”，让 83%的过
境车辆主动开启“慢游模式”。

在明星村的万亩桑海深处，传统农
事正上演现代蜕变。 智慧蚕室实现 5G
远程监控，桑叶深加工车间飘出缕缕清
香，桑基鱼塘倒映着研学团队的欢声笑
语。 通过“公路+产业”模式，该村构建
起蚕桑全产业链生态圈 ，2024 年村民
人均收入突破 2.1 万元，较改造前实现
21%跃升，印证着“绿叶子”变“红票子”
的生态经济学。

沿 G541 国道南下，后柳水乡正演
绎着路与水的新对话。 石泉公路段不
断改善路网通行条件、 优化整体路域

环境、加大绿化管护水平，把通往景区
的旅游干线公路通过全寿命周期养护，
打造“三细三好”示范路，绿化美化、完
善标志等措施提升为风景路，游人纷至
沓来，清明期间，后柳码头单日接待游
船达 127 航次，乘船游览汉江的游客络
绎不绝。

据了解，石泉以旅游环线为依托，
推动 “交通+旅游+产业+乡村振兴”全
面深度融合发展， 当地特色优质农产
品搭上销往全国各地的“快车”，先后建
成黄花菜、王莽豆豉、土鸡、蜜蜂养殖、
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基地 370 个；完善乡
镇综合运输服务站，57 个智慧物流驿
站贯通县乡村三级节点，让鬼谷子茗茶
48 小时抵达北上广深， 富硒香菇次日
现身港澳餐桌。 老百姓在家门口有景
看、有活干、有钱赚，真正实现“路上有
风景，道旁有财富”。

服务升级，便捷利民暖人心

在“公路先行”向“服务领航”的转
型中，市公路局以 “服务人民 、奉献社
会”为宗旨，不断创新公路服务方式，推
出便民举措，让每公里公路成为传递行
业温情的纽带。

岚皋蜡烛山服务区的省级母婴关
爱室，正演绎着公路文明的微观叙事。
哺乳区采用米色帷帘保障隐私， 恒温
婴儿床配备紫外线消毒系统，应急药箱
内置整套监测专业设备……这处 20 平
方的温馨空间年均服务母婴群体超
200 人次， 满意度达 98.7%， 其设计标
准、服务理念已成为陕西公路系统“柔
性服务”的典范样本。

通过“服务设施+”创新工程，市公
路局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公路服务矩阵。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能，开
放 31 个公路停车区，全部具备停车、如
厕、开水供应及临时救助等基本服务功
能，配备有标准停车位 130 余个，年均
接待游客 6 万人次以上，停放车辆 2 万
余辆。

当公路设施叠加文化元素，诞生出
令人惊艳的行业创意。 全面建成 13 个
公路红色驿站，全方位融入红色理念、
拓展服务功能；白河公路段推动月儿综
合服务区高质量建设项目实施，深入发
掘和运用公路沿线的多元资源，探索跨
界合作，共同打造特色消费产品；旬阳
境内 211 国道“985”地标寓意美好，每
年 6 月期间吸引莘莘学子拍照打卡；省
道 102 线镇坪牛头店路段 “公路文化
墙”重现当年开山修路场景，让牛郎山

小石山居接待量同比增长 47%； 岚皋
541 国道“临湖观星台”配置智能望远
镜， 让 60%过往旅客自愿延长停留时
间；车流涌动、物流繁忙、商流兴隆，真
正实现了“车流带物流，客流变商流”。

“市公路局立足‘公路+旅游’双向
赋能理念，锚定‘提升路况水平、实施项
目建设、强化综合整治、加强隐患治理、

优化服务品质、厚植公路文化’六大目
标任务，以公路与旅游、规划、文化、产
业深度融合为契机，推进公路养建全面
提质增效。 ”市公路局局长胡裕成说。

未来， 市公路局将继续深化 “公
路+文旅+产业”融合，推动干线公路向
“全域旅游轴线”升级，一幅“秦巴山水
新画卷”正在发展征程上徐徐展开。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白居易笔下暮春的静谧，在汉
阴县漩涡镇鳌头村却化作一片热烈。近日，数千亩野生杜鹃花迎来盛放高
峰，火红的花海顺着山峦起伏绵延，将鳌头山染成一片艳丽的锦毯，吸引
众多游客慕名而至。

鳌头村地处漩涡镇南部，是凤凰山深处的乡村，距县城约 80 公里，海
拔与地形的独特组合为野生杜鹃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杜鹃花
又被形象地称为“映山红”，从山脚望向山巅，火红的花潮将青翠峰峦浸染
成流动的朱色云霞；登高远眺，花簇如星火燎原，从山腰向峰顶次第蔓延，
与苍劲的百年青松、缭绕的晨雾构成水墨丹青般的意境。三五成丛的杜鹃
花冠似漏斗，迎着春风舒展，宛如山间跃动的火焰。据当地村民介绍，这里
的杜鹃以深红色为主，是大自然赋予的“原生态调色盘”，仅生长于鳌头山
脉特定区域，花期可持续至五月初。

春深似海，杜鹃如歌。 当都市的樱花早已零落成泥，鳌头山的映山红
正以燎原之势续写春的尾声，用最炽烈的色彩诠释着秦岭的生态智慧。这
个四月，不妨暂别都市喧嚣，赴一场鳌头山的“映山红之约”，在漫山红艳
中感受秦岭南麓的春日馈赠。

连日来， 宁陕县城关镇抢抓晴好天气，加
速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和“全域花谷”建设，
通过增绿添彩、微改造提升，让村庄“颜值”与
“气质”同步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月 12 日，在贾营村二组村活动室旁，十
几名工人正忙着平整土地、栽种花苗、浇水养
护，几十筐花卉将这块曾经的闲置地装点成生
机勃勃的“口袋公园”。 “这两天要抓紧种完石
沟口和贾营两片区域的花卉，让群众早日享受
美景。 ”项目负责人钱明凤介绍，此次种植的
木春菊、银叶草等植物兼具观赏性与耐候性，
能长期让乡村保持“高颜值”。

对于村庄的变化， 村民朱明芝感触颇深：
“以前锻炼只能走公路，现在绿道安全又漂亮，
沿途都是花， 连铁索桥都变成了彩虹桥！ ”她
指着自家房前屋后的彩绘墙和“长”出花朵的
装饰，笑着说：“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天天
都特别好。 ”

近年来，城关镇以“花”为媒，将人居环境
整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一方面，通过微改
造、精提升，利用边角地、废弃地打造“口袋公
园”“彩虹桥”“花绘墙”等特色打卡点；另一方
面，沿绿道、河道规模化种植观赏花卉，形成
“四季有花、一步一景”的生态廊道。 据城关镇
组织、宣传委员邓锡丹介绍，今年以来，城关镇
已累计种植金鸡菊、百日菊、鼠尾草、月见草、
月季、杜鹃等花卉 66.5 亩，新增打卡点 6 处。

“环境美了，游客多了，我们的农特产也更
好卖了。 ” 青龙娅村党支部书记赵天杨表示，
村庄“颜值”提升后，不少村民开始谋划农家乐
和民宿，生态效益正转化为经济效益。

为确保整治成果长效化，城关镇还制定了
花卉认养和管护制度， 组建村民管护志愿队。
同时，帮助符合种植花卉规模的群众申报奖励
资金，保障了花海景观可持续生长，激发村民
共建共享热情。 下一步，该镇将结合“最美庭
院”评选等活动，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美”迈
向“持久美”，同时开发“花田研学”“夜游花海”
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全域
花谷”示范镇。

“交通线 ”变 “风景线 ”
———市公路局探索路旅融合促发展工作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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