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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再上新台阶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天水市麦积区：“文化旅游 +”为乡村振兴添动能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2023 年陇南文旅亮点频频“出圈”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早知有陇南袁何必下江南遥 陇南之

美在于山水袁陇南之灵在于人文袁陇南

之福在于康养袁陇南之游在于全域遥 在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袁 陇南市充分挖掘

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袁着力构建野大景区+
全域游冶格局袁文旅事业活力迸发袁文旅

亮点频频野出圈冶遥

培育精品卖点
文旅品牌创建成绩斐然

成县西狭颂、文县天池旅游景区成

功列入甘肃省文旅厅 5A 级旅游景区

创建名单。文县碧口古镇景区成功创建

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新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4 家、2A 级旅游景区 2

家。康县、文县、两当县入围“2022 健康

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名单，两当县荣

获“2023 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

称号。武都祥宇橄榄工业旅游景区成功

申报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徽县金

徽酒文化生态旅游景区成功晋级为国

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宕昌县官鹅沟

景区、金徽矿业工业旅游景区成功申报

为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成功创建省

级旅游休闲街区 3 家，其中武都古今里

成功晋级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建成

武都区金马池等自驾车营地 3 处。新审

批 8 家旅行社，创建四星级旅游饭店和

银叶级绿色旅游饭店 1 家。文县成功创

建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创建省级文

旅振兴乡村样板村 6 个、文旅康养品牌

村 4 个、四星级农家乐 4 家、四星级农

家客栈 6 家。

承办大型节会
文旅发展活力得到激发

成功举办了全省冬春季景区旅游

产品发布暨宕昌县冰雪旅游活动启动

仪式、全省“我和四季有个约会”文旅系

列推广活动———“车窗外的春天”主题

活动（陇南站）、全省乡村旅游发展指数

发布暨陇上户外运动旅游启动仪式、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主场活

动、全省非遗进景区示范性活动等省级

大型文旅活动，配合举办鲁企走进甘

肃·陇南投资洽谈会、2023 年全国消费

帮扶工作现场观摩交流暨重点企业“陇

南行”活动、2023 美丽乡村国际论坛分

项活动，既有力将全市独特的气候条

件、优美的景观风貌、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厚的风物特产进行了展现，也有效助

推了文旅市场的复苏和文旅康养胜地

的打造。

注重文化赋能
文艺展演活动精彩纷呈

积极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春节期间，举办新春系列展

览、民俗展演、社火表演等各类文化活

动 300 余场。组织开展“唱响新时代”陇

南文化惠民工程———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活动 300 余场次。举办“山水世界

美丽陇南”陇上名家绘陇南大型采风写

生作品展览、陇南碑刻拓片展、敦煌石

窟文化艺术展等各类大型展览 20 余

场。举办陇南市小说创作培训会。打造

特色阅读空间 4 家，建成全市首个视障

阅览室。择优选聘 223 名文化服务志愿

者到乡镇文化站工作。

积极陈列布展
市博物馆实现免费开馆

陇南市博物馆完成基本陈列布

展，展出文物 387 件（套），成功举办 8

次临时展览，完成了原武都区博物馆

馆藏文物的移交工作，全面完成了对

现有消防、安防系统的提升改造项目。

去年 6 月 10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

肃主会场活动在陇南市举办，现场启

动了陇南市博物馆新馆，实现了对社

会公众的免费开放，受到广泛好评。全

市博物馆、纪念馆全年参观人数达到

248.67 万人次；组织开展各类青少年

教育活动 327 场次。

落实保护措施
文物保护工作成绩突出

全市 18 处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持续加强秦早期遗址

的保护利用工作，四角坪遗址秦代大型

礼制性建筑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

发布项目和国内十大考古新闻，为甘肃

省第六个、今年首个入选“考古中国”重

大发布项目的考古成果。

福津广严院抢险加固项目、杨店

古建筑群太和堂、91 号院两处修缮项

目通过验收。落实“廊桥保护三年行动

计划”，编制完成《甘肃省廊桥文物保

护规划（2023-2025）》。哈达铺会议旧

址 6 处领导人住室修缮等项目部分资

金已下达。国家文物局印发的《第一批

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陇南市 8 处

入选，占全省 19%，名列前茅。蜀道（甘

肃段）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稳

步推进。

持续挖掘整理
非遗保护利用不断出彩

公布第五批陇南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9 类 55 项。举办

非遗传承实践、宣传推广相关活动 500

余场，去年正月十三、十四 2 天仅武都

区高山戏、社火调演参与群众就达 50

万人。申报非遗项目保护专项经费 179

万元。考核国家级传承人 2 人、省级传

承人 34 人，成功申报省级传承人 11 人。

举办非遗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相关人

员 55 人。市非遗保护中心接待参观人

数突破 1 万人次。

近年来，天水市麦积区抢抓国家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进

“文化旅游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有力

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2023

年麦积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试点，连续 6 年入选“最

美县域榜单”。

强化政府引导袁优化发展环境。建

立健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

的问题，凝聚工作合力。制定出台《麦积

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方案》

《麦积区文旅农康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

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持续加大对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充

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资

源、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文旅产业发展集

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综合实

力强、知名度高、品牌优势突出的企业和

社会资本方，合力推进“麦积梦谷”国际艺

术村等一大批特色文旅项目落地实施，形

成“多元化投资、多元化开发、多元化建

设”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良好态势。

强化融合发展袁助推乡村产业兴旺。

充分发挥各镇村自然、生态、文化、民俗、

农业、产业、种植等资源优势，按照“一轴

贯穿、两山引领、四区联建”的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124”总体布局，坚持以文

化产业发展为主导，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配套、品牌建设

等，加快推进“文化 +”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思

路，持续提升麦积红崖“景区依托型”、麦

积街亭“康体养生型”等重点镇村产业发

展后劲。多业态联动、多要素聚合、多层次

推进乡村特色文旅产业，建成国家级甘泉

特色小镇 1 个，麦积街亭、新阳胡大等国

家历史文化名村 3个，打造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优势产业发展聚集区，努力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强化公共服务袁助推乡村文化繁荣。

持续健全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

基层文化设施的服务功能，规范制度建

设，加强人员管理，加快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以文化

科技三下乡、戏曲进乡村、文化四进等为

载体，每年开展秦腔业余大赛、红色文艺

轻骑兵等文化惠民活动 200 多场次，成

功创排大型秦腔剧目《玉兰仙子》、秦腔

现代剧《村上春秋》并荣获戏剧红梅奖大

赛“剧目奖”和敦煌文艺奖。持续推进文

化创意、音乐艺术、美术书法、农业科技

等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举让

乡村非遗、乡村文化遗产活起来，打响非

遗文化品牌，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传承

保护利用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强化项目建设袁助推乡村产业升级。

重点围绕伏羲文化、石窟文化、非遗文化

等文化资源，坚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争取国家和省、

市各类专项资金，启动实施世行贷款天

水雕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卦台山遗

址保护修缮工程等基础提升建设工程，

成功引进“麦积梦谷”国际艺术村、麦积

山大峡谷漂流等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旗舰

项目落地实施。建成东山文旅田园综合

体、麦积康养城、麦积山人参生态园等一

批特色文旅项目投入运营，有力助推乡

村特色餐饮、精品民宿、康体健身及非遗

手工艺生产展示销售等，培育发展乡村

旅游龙头企业 3 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 13 家、非遗工坊 6 家、家庭农场 53

家，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发展。

强化品牌宣传袁助推群众致富增收。

充分利用新媒体短视频，借助抖音、快

手、今日头条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大麦积

乡村文旅产品、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加快

打造农耕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娱乐、健

康养生、特色餐饮、精品民宿等特色乡村

文旅品牌。持续开展“三下乡”、戏曲进乡

村等文化惠民活动，依托伏羲文化旅游

节等节会活动，精心策划举办农民丰收

节、郁金香展等乡村文化旅游主题宣传

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文化展览、艺术交流

等乡村文旅产品供给。包装提升陶艺、雕

漆等非遗文化产品，苹果、樱桃、核桃、等

特色农产品，推出 10 多个系列 500 余种

产品，提升乡村文化产品附加值，有效拓

展群众致富增收途径，切实带动群众致

富增收。

记者从庆阳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获悉，2023 年，甘肃省庆阳市 A 级旅

游景区创建再上新台阶，合水子午花

溪谷旅游景区和环县东老爷山旅游

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西峰区陇东风情园旅游景区、镇

原县聚德康养小镇旅游景区、庆阳黄

土地缝峡谷旅游景区成功创建为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庆阳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甘肃省委、省政府旅游强省战略，高

度重视庆阳市旅游景区建设和 A 级旅

游景区创建工作，2023 年 4 月，庆阳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文旅融合发展大

会，印发了《关于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配套

印发了《庆阳市旅游景区建设工作实施

方案》，对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

专题进行了安排部署。市、县（区）文旅

部门共同谋划、协同发力，以时不我待

的精神全力推进庆阳市旅游景区提质

升级，2023 年，庆阳市共有 2 个景区

创建为 4A 级旅游景区，3 个景区创

建为 3A 级旅游景区，全市 A 级旅游

景区总数达到了 23 个，旅游景区整

体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新晋升的 2

个 4A 级旅游景区和 3 个 3A 旅游景

区各具特色，为广大游客到庆阳旅游

提供了更多选择，极大地强化了庆阳

旅游目的地形象。

合水县子午花溪谷景区占地面

积 1950 亩，是一座集花海观光、生态

休闲、康体养生、旅游购物、娱乐休

闲、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生态康养型旅

游区。景区坚持“全景式打造、全季节

体验、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

位服务、全区域管理”的发展思路，以

打造“青山绿水子午岭、蓝天白云子

午花溪谷”为目标，不断增加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完善市场服务功能，先

后投入 6000 余万元进行服务设施升

级改造、旅游配套设施完善和旅游网

络营销宣传，不断优化旅游环境和配

套服务设施，获得“醉美花溪谷、灵魂

栖息地”美誉。

环县东老爷山景区占地面积

1300 余亩，共分为祖师峁、魁星峁、玉

皇峁和红军长征纪念园四大板块和 6

个功能区块。该景区因地处陕甘宁三

省（区）交界处，素有“鸡鸣听三省”的

美誉，是闻名遐迩的道教名山，具有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道教文化。漫长

的沧桑演变，塑造了东老爷山得天独

厚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景区现有

国家级文物 15 座，风景名胜旅游小区

3 个，景点 45 处，集生态旅游、红色旅

游和宗教旅游于一体，是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森林公园和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陇东风情园旅游景区位于庆阳

市西峰城区东南端，景区依托重大文

化旅游项目陇东风情园和庆阳市著

名的“黄土高原天然标本园”、陇东地

区几百年来主要的民俗文化活动场

所小崆峒风景名胜区整合打造，景区

基础设施完善，文化底蕴深厚，建有

北城墙、镇朔楼、东西角楼、民俗博览

馆、中心广场、大剧院，累计完成投资

12 亿元。庆阳市图书馆、文化馆和庆

阳市美术馆（画院）入驻民俗博览馆，

是庆阳市文化新高地。小崆峒风景名

胜区山腰林木郁郁，沟底泉水潺潺，四

季景色变幻不同，窑庙寺观布设其间，

晨钟暮鼓警醒世人，文物古迹随处可

见，残垣断壑引人遐想，是一处集黄土

生态、农耕民俗、文化研学、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聚德康养小镇旅游景区，位于庆

阳市镇原县屯字镇闫沟村茹河南岸，

总占地 637.36 亩，距镇原县城 32 公

里，镇北三级公路贯穿其中，交通便

利。与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的北石窟寺、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镇原北石窟驿景

区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彭阳古城、玉

山寺石窟隔河相望。景区是集生态农

业观光、民俗民宿体验、中药材养生、

休闲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山水田园综合

体旅游项目，整个景区生态环境优美、

产业特色鲜明、服务设施健全，主要特

色旅游产品有乡愁记忆产品、休闲养

生产品、黄土风情产品、农家采摘产

品、田园观光产品等。聚德康养小镇旅

游景区以其优美的自然风景、良好的

生态环境、优良的传统民俗文化和完

善的基础服务设施，吸引了众多的周

边游客，成为乡村旅游重要的网红打

卡地。

庆阳黄土地缝峡谷景区位于“环

江翼龙”化石出土地———庆阳市庆城

县，是晚三叠纪至白垩纪末期（至今约

2.2 亿年前）翼龙种群重要的栖息区

域。景区以黄土高原地缝峡谷为特色

资源，以翼龙科普为核心主题，以翼龙

艺术展示为表现手法，将地缝峡谷与

翼龙主题深度融合，保护开发出中国

第一个翼龙主题文化景区。景区占地

约 10000 亩，主要分为翼龙神秘探索

区、翼龙游乐互动区、翼龙科普体验

区、翼龙艺术观光区四大区域，建有翼

龙广场、翼龙化石墙、翼龙 3D 彩绘、盘

龙崖壁、翼龙沙滩乐园等 10 多处景点。

下一步，庆阳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将按照《庆阳市旅游景区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不断提升景区景观质

量、优化景区旅游环境、完善景区配套

设施、提高综合管理水平、丰富景区业

态产品、推进旅游项目建设、加强品牌

体系创建，持续推动景区建设提质升

级，不断夯实庆阳旅游发展基础，为推

动庆阳文旅融合快速发展，加快建设

陕甘宁毗邻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

积极作用。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4）》（以下简称叶报告》）指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和产品创
新等因素激励下，2023-2024 冰雪季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
首次超过 4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 5500 亿元。

合水子午花溪谷旅游景区

成县西狭颂景区 文县碧口古镇景区

群众基础庞大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冰雪旅游

实现了从南到北、从小运动到大产业、从

冬季到四季、从“冷资源”到“热经济”的

历史性跨越，冰雪旅游发展有了“3 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庞大群众基础。

《报告》指出，冰雪旅游已成为冬季

旅 游 和 冰 雪 经 济 的 核 心 引 擎 。

2022-2023 冰雪季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

数达 3.12 亿人次，连续 2 个冰雪季超过

3 亿人次。冰雪旅游消费带动能力强，

2022-2023 冰雪季冰雪休闲旅游人均消

费为 1119 元，是 2022 年全国国内旅游

人均消费的 1.39 倍。

《报告》分析，许多冰雪旅游目的地

正在推动冰雪旅游与冰雪运动、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融合发展，不仅注重冰雪项

目、冰雪旅游度假地等美丽风景的打造，

还注重冰雪旅游 + 美食、冰雪旅游 + 温

泉、冰雪旅游 + 民俗、冰雪旅游 + 亲子、

冰雪旅游 + 购物、冰雪旅游 + 运动、冰雪

旅游 + 研学等新业态、新品牌的培育，更

加关注本地美好生活配套设施的完善。

娱乐休闲占主导

中国冰雪旅游进入了大众市场内生

驱动的新阶段，已连续 2 个冰雪季

2021-2022 冰雪季、2022-2023 冰雪季冰

雪休闲旅游人数超过 3 亿人次，很多老

百姓已从冰雪休闲旅游的初级尝试者成

为冰雪休闲旅游的发烧友，冰雪休闲旅

游已成为他们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查

显示，有 66.2%的游客希望在 2023-2024

冰雪季体验冰雪休闲旅游活动，64.8%的

游客会增加冰雪休闲旅游的频次，这些表

明冰雪休闲旅游的出游意愿强烈。携程最

新数据显示，目前冰雪旅游消费者的出游

意愿较为多元，个人休闲游占 54.4%，成

为冰雪旅游最重要的旅游意愿。

《报告》指出，冰雪旅游市场需求结

构持续优化，自由行增长迅猛，团队游呈

现小团化和碎片化。以冰雪休闲旅游为

主要方式的“娱乐休闲型”冰雪运动占主

导，这一趋势将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长期存在。

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查

显示，在 2023-2024 冰雪季，游客除了

关注美丽风景，更注重目的地的美好生

活。冰雪旅游目的地不仅要建设一批高

大上的冰雪旅游项目、小而美的冰雪文

化精品，更强调游客的人文关怀，充分保

障游客的冰雪旅游权利、出行便捷性、舒

适性和游客满意度，以更实惠、更便捷的

交通支出、门票价格以及更贴心的服务

欢迎游客。

与国潮融合在一起

当冰雪旅游和国潮融合在一起，冰

雪游成为新国潮。在北京冬奥会上，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冰雪五环、冰雪雕刻的

“中国门”和“中国窗”“中国结”设计灵感

的雪花引导牌、引导员佩戴的虎头帽等，

这些设计无不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在“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激发

下，冰雪国潮已深入老百姓的日常休闲

旅游中，什刹海溜冰、哈尔滨冰灯艺术、

阿勒泰毛皮板滑雪、查干湖冬捕、呼伦贝

尔冰雪那达慕等中国传统冰雪文化产品

深受游客喜爱。

《报告》指出，近年来，一批创新性的

传承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冰雪文化产品开

始涌现出来，赢得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

主要包括冰雪天使“淘学企鹅”（哈尔滨极

地公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黑龙江哈尔

滨）、冬奥文化研学（北京延庆尧河北张家

口）、林都号旅游列车（黑龙江伊春）、热雪

奇迹（融创热雪奇迹）、“冰川之乡”探险

（西藏林芝波密）、天山雪原万马奔腾（新

疆伊犁）、查干湖冬捕（吉林松原）、“城中

雪村”知北（吉林梅河口）、传统冰嬉体验

（辽宁沈阳）等新产品。

《报告》分析，冰雪国潮热既源于人们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驱动，更源于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冰

雪旅游改变的不

只是人们的生活，从冷资源到

热经济，从避雪的村民到吃上

冰雪旅游饭的经营者，冰雪国潮有了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冰雪国潮热增强

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多基于中国

传统冰雪文化和时尚冰雪文化开发的冰

雪旅游产品正在走向市场。

发展入境冰雪游

中国冰雪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需

要加快冰雪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冰雪产

业全链条发展，发挥冰雪旅游的综合带

动作用。《报告》建议，做好城市与冰雪

旅游、冰雪休闲融合，结合社区、公园、

商场等打造冰雪微休闲、微度假商业设

施、公益设施，同时做好冰雪 + 乡村振

兴、冰雪 + 新型城镇化融合，大力开发

特色冰雪休闲小镇、冰雪休闲和冰雪旅

游特色村；做好冰雪旅游与农业、工业、

金融业、服务业、商贸等产业的融合；做

好冰雪旅游与乡村旅游、体育旅游、文

化旅游、博物馆旅游、研学旅游等结合，

面向青少年、老年人等群体开发一批特

色产品。

《报告》认为，中国冰雪旅游目的

地硬件和软件具备了接待全球游客的

条件，未来应打响国际冰雪旅游品牌，

大力发展入境冰雪旅游市场，从入境

冰雪旅游品牌创建、产品开发、营销机

构设置、营销渠道开发、冰雪文化设计

等方面，满足入境目的地和境外游客

的切实需要。

渊赵珊冤

2023-2024 冰雪季游客有望超 4亿人次

冰雪旅游热力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