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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凤翔实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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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湖”焕发“大活力”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

名物，志不忘也……”北宋文学家苏轼在

凤翔东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喜雨亭记》。

凤翔东湖，古称“饮凤池”，苏轼在任

凤翔府签书判官时，挖掘疏浚，扩池而

成，种莲植柳，建亭修桥，筑楼成阁，作游

之所，因地处城东遂改名东湖。

湖内亭、台、楼、阁、桥、堂、轩、榭等

古建筑别具一格，精巧雅致、小桥流水、

曲径通幽、莲池碧翠、水光潋滟，步移景

异，一景一物，别具匠心。

凤翔东湖景区自 2020 年开始创建

国家AAAA级景区，累计投资1230万元，

先后实施邮政纪念服务、公厕改造扩建

及无障碍设施、雾森景观工程、智慧景区

信息化、景区亮化提升、标识系统及游客

服务中心建设等六大项目。

凤翔东湖景区管理处李菁表示：“提

升改造后，景区服务功能全线升级，旅游

环境全面优化，景区品质大幅度提升。

目前，东湖景区每季度接待游客量达30

万余人次，比往年游客还要多一倍呢。”

文旅商体融合，既是一种策略，也是

一种挑战。

如何让东湖焕发出新的“活力”，是

凤翔区委、区政府当下要面临的问题。

对凤翔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022年，宝鸡市出台《文旅商体融合

发展示范区、领军企业、群众家门口的消

费体验点创建办法》。凤翔区对东湖景

区建设持续发力，致力把东湖景区打造

成为真正代表凤翔文旅商体融合发展成

效的典型标杆。

“作为本地人，我每天都要带着儿子

和女儿来东湖玩。近几年，东湖景区的

变化非常大，不仅环境变优美、卫生条件

变好，公园里各种设施也完善了。”市民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这里不仅可以避暑

乘凉，欣赏东湖的美景，还可以带着孩子

从小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诗词中感受千

年之前苏轼与东湖的故事。

古人曾有诗曰：“东湖暂让西湖美，西

湖却知东湖先”。从湖底清淤到苏轼文化

广场的修建，在东湖景区十大整治工程的

实施下，东湖宛如亭亭玉立的女子般愈发

美丽，也愈发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来自西安的游客王大爷和老伴漫步

在石桥上，眺望着湖里盛开的荷花。

“东湖的柳，姑娘的手，西凤的酒。”身旁

的友人随声附和着。

盛夏时节，东湖景区一望无垠的荷

塘里，朵朵荷花盛开在荷叶间，亭亭玉

立，嫩蕊凝珠，清香阵阵，沁人心脾；徜

徉其间，恬静典雅，宛入仙境，东湖已成

为提高凤翔知名度、美誉度的“窗口”和

“名片”，成为宝鸡乃至陕西

旅游景观中的精品。

“小泥塑”掀起“研学热”

沿着东湖景区向东3公里处的一个

村落，村头立着的木质牌坊上赫然写着

“泥塑村”三个字。这里就是具有“中国

泥塑第一村”之美称的凤翔区城关镇

六营村。

六营泥塑始于先秦西周时期，流传

民间三千年之久，是至今中国保留最古

老、最具民族特色的泥塑类手工制品。

上世纪90年代，在胡深、胡新明等艺

人的苦苦坚守下，六营泥塑在各大展赛

上亮相，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喜

爱。2002年至2003年，泥塑马、泥塑羊相

继登上国家生肖邮票，2006年被确定为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7

年泥塑凤尾鸡成为央视春晚吉祥物，2023

年泥塑“兔团团”成为央视兔年生肖形象

文创产品，使凤翔泥塑名声大噪。

将传统文化与旅游研学相融合，是

近年来六营村为泥塑产业发展找到的新

出路。

“我们不仅接待了来自西安工业大

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宝鸡文理学院等

大学的研学团，还为省市20多家中小学

提供校外实践体验，年接待学生1万多人

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第

五代传承人胡全让，对记者边说边指向

正在体验泥塑制作的小学生。

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学团的大

二学生告诉记者：“我们一大早就从西安赶

过来，在这里听当地的手艺人介绍了泥塑

和皮影的相关背景知识，并上手体验了泥

塑制作的过程。只有亲身体验了，才能感

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那种氛围。”

“希望他们通过在这里学习了解，不

仅可以把我的手艺传承下去，更希望能

把这种捏泥塑的技艺发扬光大，让更多

的学生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胡全让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六营村目

前的发展思路，按照‘非遗保护+乡村旅

游’的发展模式，结合六营民俗村生态文

化休闲产业的总体布局，实施‘一园、两

环、七大功能区’的结构战略，打造全国

生态文化旅游休闲一流村。”六营村党支

部书记廖卫军对记者说道。

推动文旅商体融合高质量发展，项

目是第一支撑。

近年来，凤翔区投资3000多万元完

成了泥塑一条街、民俗广场、停车场、游

客服务中心、六营村文化大礼堂等项目建

设。在原村小学旧址，建成了泥塑非遗体

验园。对原古戏楼进行了修缮，将整个村

子打造成彰显西府风情的民俗景区，初步

形成了非遗产业促进乡村旅游，乡村旅游

带动非遗产业的文旅整合链条。

“我们六营村的泥塑产业发展，是从

之前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现在的抱团

发展，形成了以‘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公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使特色主导产业

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不仅解决了本村

及周边村劳动力就业达500人，还可以让

更多的优秀手艺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廖卫军欣慰地说道。

“小民宿”撬动“大经济”

站在六营泥塑村，远远眺望西边，依

稀可以看到山脚下的雍州古镇。

雍州古镇依山而建，台阶式布局错

落有致，秦汉式风格赏心悦目，传统工

艺、地方特产尽展西秦民俗之风貌。

总投资5.8亿元的雍州古镇文旅商

体融合项目，自建设以来，已完成并投入

运营大秦印象、雍州老街、秦王令、禅悦

谷等项目，依托深厚的先秦文化而盛名，

以及独特的地理地貌和优良的自然环

境，深刻挖掘雍州优秀历史传统文化，聚

焦发展文化、旅游、度假、康养产业。

在以文化旅游、文化度假、文化康

养功能为核心而打造的雍州古镇文旅

商体融合项目中，禅悦谷民宿就是其典

型代表。

禅悦谷民宿项目是雍州古镇乃至凤

翔区首个旅游民宿。整体建筑风格以独

立仿古小院为主，融合山水、古建、竹林、

枯砂等景观，配合廊、檐、池、亭等元素，

一院一品一特色，一房一景一时光。

文旅乘风起，引客入凤来。“自2020年

开业以来，这里就吸引了来自西安及省

外的游客，是周边游客节假日度假的首

选地。”禅悦谷民宿总经理王建强如是

说：“禅悦谷客栈还入选了‘2021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十佳民宿’。目前，我们整个

景区每年接待游客150余万人次，年收入

达300万元左右。同时，吸纳周边当地群

众50余人就业，年均增收3万余元。”

禅悦谷民宿还把凤翔旅游资源和传

统文化相结合，依托乡土风情，深挖特

色，积极探索“旅游+农业”“旅游+就业”

等一系列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为民宿

提供所需食材、当地特产、民俗活动及手

工艺品等，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真正

实现休闲康养度假、特色产业发展、本地

人文风情体验等多业态融合发展。

文旅融合奏新曲，且以诗情话远方。

凤翔区文旅商体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的工

作人员表示，高质量推进文旅商体融

合发展工作既是落实全市‘一四五十’发

展战略的任务需要，也是夯实凤翔文旅

商体产业发展基础、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的积极实践，更是‘三个年’活动部署要

求在凤翔的具体承载。”下一步，凤翔区

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主基调，把文旅融合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主要途径，奏响“旅游+”大合唱，激

活发展新动能，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凤翔实践新华章。

（罗浩 田力）

小学生在六营村体验泥塑制作技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学团在六营村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在东湖景区欣赏大文豪苏轼留下
的足迹；

在六营村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泥
塑的魅力；

在雍州古镇的禅悦谷客栈感受静
谧与浪漫……

仲夏时节，凤翔各旅游景点的活动如
火如荼，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景色宜人满目新，文旅融合风帆
劲。今年以来，宝鸡市凤翔区按照“宜
融则融、能融尽融”和“以文促旅、以旅
兴商、商体联动”的工作思路，成立文旅
商体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凤
翔区2023年文旅商体融合发展工作计
划》《凤翔区文旅商体融合发展领导小
组工作机制办法》，做到主动融、自觉
融、创新融，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
同推进中释放文旅融合拉动经济增长、
引导多元消费的“蝶变效应”，成为助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凤翔东湖景区宛在亭

凤翔六营泥塑村

禅悦谷民宿

凤翔城区

六营泥塑文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