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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华

“这 里 养 生 环 境 天 成 ，入 目 皆 是 诗

画美景；这里药食资源丰富，遍地蕴藏

自然馈赠；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千年文

脉源远流长；这里全域宜居宜游，俯拾

即 是 岁 月 静 好 ……”在 近 期 举 办 的

2022 中 国·山 西（晋 城）康 养 产 业 发 展

大 会 上 ，晋 城 市 委 书 记 王 震 如 此 推 介

康养晋城。

近 年 来 ，山 西 省 持 续 打 响“康 养 山

西 、夏 养 山 西 ”品 牌 ，提 出 要 立 足 资 源

优 势 ，把 康 养 产 业 作 为 打 造“ 黄 河 、长

城、太行”三大品牌的重要支撑。地处

北 纬 35 度 的 晋 城 ，太 行 、太 岳 、中 条 三

山 环 抱 ，沁 河 、丹 河 二 水 纵 流 ，夏 无 酷

暑、冬无严寒，森林覆盖率达 40.3%，有

206 个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名 村 、117 座 古

堡 。 晋 城 融 合“ 红 绿 古 ”资 源 ，努 力 打

造“ 养 心 、养 身 、养 性 、养 神 、养 老 、养

成”的文旅康养产业群。

王莽岭：辐射带动

王 莽 岭 是 南 太 行 的 最 高 峰 ，近 年

来，王莽岭景区秉承“大健康、大旅游、

大 产 业 ”的 发 展 理 念 ，全 方 位 、立 体 式

地 进 行 了 改 造 升 级 。 经 过 3 年 多 的 建

设 ，景 区 范 围 拓 展 为 140 平 方 公 里 ，游

客集散中心、卧龙场商业街、极顶文化

休 闲 综 合 体 、水 镇 锡 崖 沟 等 20 个 项 目

构 建 起 了 景 区“ 一 带 六 区 、一 核 七 星 ”

的空间布局。

王 莽 岭 景 区 重 点 从 需 求 侧 、市 场

端发力，开发了卧龙场商业街、太行水

镇 、赤 焰 峡 等 项 目 ，打 造 集 餐 饮 住 宿 、

休 闲 娱 乐 为 一 体 的 中 高 端 康 养 民 宿

群，深耕细作龟鸵峰、“刘秀跳”等具有

汉文化元素的景点，建设太行号兵、歌

词创作地、锡崖沟精神等红色景点，并

推 出 轻 奢 康 养 度 假 、研 学 科 考 等 6 大

旅游产品体系。

山 西 太 行 云 顶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庞 岱 介 绍 ，新 建 成 的 景

区 游 客 集 散 中 心 除 服 务 王 莽 岭 景 区

外 ，同 时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棋 子 山 、黄 围

山、武家湾、凤凰欢乐谷等景区。

锡崖沟曾经与世隔绝，锡崖沟人艰

苦 奋 斗 30 年 ，在 悬 崖 峭 壁 上 凿 通 了 一

条“之”字形挂壁公路，被称为中国乡村

筑路史上的奇迹。近年来，依托王莽岭

景 区 ，锡 崖 沟 每 年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10 万

人次，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1.5 万元。

目 前 ，在 对 锡 崖 沟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功 能 修 补 的 基 础 上 ，王 莽 岭 景 区 依 托

青 龙 湖 水 系 打 造“ 太 行 水 镇 ”，规 划 建

设 了 天 街 、民 俗 作 坊 、特 色 客 栈 等 8 大

功能体验区。

陵川县委书记李晓峰介绍，随着王

莽岭景区整治提升的推进，锡崖沟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凭着红石沟壑、大

瀑布、挂壁公路等美景，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现在，一座花园式旅游避暑山

庄基本成型，可以说是“家家搞旅游”。

皇城相府：联动发展

晋 城 有 保 存 完 整 的 太 行 古 堡 群 ，

全国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有 117 座，陈

廷敬故居——皇城相府景区就是其中

的 代 表 。 近 年 来 ，皇 城 相 府 景 区 发 挥

龙头引领作用，联动天官王府、郭峪古

城 、布 政 李 府 、湘 峪 古 堡 等 ，打 造 特 色

鲜明的沁河古堡群观光体验文化旅游

目的地及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片区。

山西皇城相府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杨 波 介 绍 ，皇 城 相 府 景 区 紧 抓

机遇，将康养产业与乡村振兴结合，围

绕 夏 季 康 养 、教 育 研 学 、古 堡 文 化 等 ，

以 皇 城 相 府 为 龙 头 ，将 樊 溪 河 畔 多 个

村庄、景区串联起来，加快推动环境改

善 、文 化 提 炼 、内 容 运 营 ，着 力 打 造 宜

居宜游、功能耦合的“大景区”。

皇城相府还将景区游客中心拓展

为 沁 河 古 堡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投 资 完 成

游客中心至晋阳高速、史山、润城多条

旅 游 公 路 改 造 ，引 进 郭 峪 村 高 端 康 养

民 宿 、特 色 八 八 宴 等 ，并 引 入 了“ 再 回

相 府 ”、科 举 圣 旨 博 物 馆 、剧 本 杀 等 沉

浸式体验项目。经过一系列的品质提

升 ，沁 河 古 堡 群 完 成 了 从 皇 城 相 府 景

区“一枝独秀”到大小景区“百花齐放”

的转变。

每 当 夜 幕 降 临 ，郭 峪 古 城 热 闹 起

来 ，大 型 实 景 剧“ 梦 回 景 阳 ”夜 游 活 动

在 景 阳 商 业 街 上 演 ，看 表 演 、品 美 食 ，

吸引众多游客留下来、住下来。

“樊 溪 河 畔 临 水 而 居 的 村 子 ，在 皇

城相府景区发展的带动下也纷纷吃起

了‘旅游饭’。”史山村党总支书记王学

义介绍，史山村怀抱华阳山森林公园，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0% 以 上 ，目 前 已 发 展

有 房 车 营 地 、户 外 拓 展 、采 摘 园 等 内

容，与周边景区实现了联动。据介绍，

皇 城 村 、史 山 村 等 5 个 村 去 年 共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 亿 多 元 ，吸 纳 本 地 村 民 两

千多人就业。

太阳古镇：打造样板

2020 年 晋 城 市 启 动“百 村 百 院 ”工

程 ，规 划 建 设 主 题 鲜 明 、设 施 舒 适 、功

能 多 样 的 100 个 康 养 特 色 村 和 100 个

明 清 院 落 ，精 心 打 造 文 旅 康 养 的 样 板

城市。

晋 城 的 美 丽 乡 村 、传 统 院 落 如 珍

珠般散落在太行深处。2021 年五一假

期 ，首批 28 个康养特色村和 30 个康养

院落正式运营。截至目前，晋城“百村

百院”已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营业收

入近 500 万元。

大 阳 古 镇 是 晋 城 市“百 村 百 院 ”工

程 建 设 的 一 个 样 板 ，也 是 晋 城 康 养 产

业蓬勃发展的缩影。大阳古镇是山西

现 存 最 大 的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镇 ，秦 王

置县，汉主封侯，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

历 史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是 阳 阿 宝 剑 的 产

地，也是汉皇后赵飞燕的故里，现存明

清 古 建 筑 34 万 平 米 。 漫 步 大 阳 古 镇 ，

街 巷 纵 横 ，古 屋 错 落 、商 铺 林 立 ，一 砖

一瓦透露出千年古镇的沧桑与传奇。

大 阳 古 镇 旅 游 景 区 副 总 经 理 张 小

强介绍，景区一方面因地制宜整合、盘

活 现 有 资 源 ；另 一 方 面 对 旅 游 业 态 进

行提升。修缮了晋城中心县委旧址纪

念馆、八路军大阳会议旧址等，建成了

太行精神历史教育馆、镇史馆、古法制

铁 馆 、万 里 茶 道 博 物 馆 、传 统 木 作 馆

等 ，组 织 开 展“ 古 建 活 化 + 红 色 ”的 研

学 活 动 。 依 托 100 亩 古 镇 核 心 保 护 区

建 设 了 南 太 行 文 化 演 艺 园 ，引 入 八 音

会 、二 鬼 扳 跌 、上 党 梆 子 、打 树 花 等 非

遗，推出汉服沉浸式夜游项目，丰富了

景区内涵。自 2018 年 2 月试营业以来，

累计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带动大阳镇

及周边 1 千多人就业。

太 阳 古 镇 景 区 还 活 化 利 用 闲 置 院

落 ，改 造 了 阳 阿 清 居 、及 第 高 屋 等 50

处 院 落 民 宿 ，实 现 了“ 院 外 500 年 、院

内五星级”，为游客提供高品质服务。

“ 经 过 近 7 年 的 规 划 建 设 ，景 区 业

态初步齐全。”太阳古镇景区办公室主

任李鹏鹏介绍，景区还借鉴乌镇、达沃

斯会议小镇的经验，实现环境、基础配

套和服务的全面升级。

康 养 产 业 一 头 连 着 经 济 发 展 ，一

头 连 着 民 生 福 祉 ，一 业 兴 则 百 业 旺 。

如 今 ，晋 城 市 相 继 涌 现 出 了 盘 活 土 地

发 展 高 端 民 宿 的 杏 则 模 式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浙 水 模 式 等 一 批 文 旅 康 养 模

式 ；建 成 了 集 会 议 会 展 、医 养 结 合 、旅

游 度 假 等 多 种 功 能 于 一 体 白 马 寺 山

高 端 康 养 示 范 区 ，提 升 后 的 王 莽 岭 景

区 启 动 了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和 国 家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创 建 …… 晋 城 文 旅 康

养 产 业 发 展 的 潜 力 正 在 激 发 、活 力 正

在 释 放 。

山西晋城：

“红绿古”融合 激发文旅康养产业活力

□ 曹燕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河 南 老 君 山 景 区

继 续 向 游 客 推 出 无 人 值 守 的“ 一 元 午

餐 ”，赢 得 了 游 客 称 赞 ，也 让 公 众 的 目

光再次聚焦到这个网红景区。

老 君 山 景 区 在 国 庆 假 期 推 出“ 一

元午餐”已坚持多年，有一些网络评论

认为这是景区营销手段。老君山景区

副总经理张鹏远说：“经营景区处处需

要 营 销 ，但 不 能 为 了 营 销 而 营 销 。”坚

持 和 落 实“ 以 游 客 为 本 ”的 服 务 理 念 ，

是景区营销管理的要义所在。

“经营景区好比家里办喜事”

老 君 山 是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坐落

于豫西伏牛山脉的洛阳市栾川县，因传

说是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炼地而得名。

张鹏远回顾老君山景区推出“一元

午餐”的过程时，特别提到了老君山文

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植

森经常跟员工说的一个朴实的例子：经

营 景 区 就 好 比 家 里 办 喜 事 ，游 客 来 贺

喜，我们得招待好，天冷了就送姜汤，天

热了就送绿豆汤。

老 君 山 景 区 坚 持 了 多 年 的“ 一 元

午餐”，其实一个和游客需求同步的过

程 。 2015 年 10 月 ，由 于 老 君 山 山 顶 气

温低，很多游客冻得哆嗦，当时景区推

出 了“ 道 士 下 山 送 斋 饭 ”活 动 ，现 场 为

游客免费送出 2000 多份斋饭。2016 年

5 月 28 日 ，端 午 节 前 夕 ，老 君 山 景 区 发

起端午节送槲包祈福活动。槲包不同

于 粽 子 ，是 老 君 山 景 区 所 在 的 豫 西 地

区特有的端午特产。活动本身也是向

游 客 展 示 槲 包 文 化 ，传 承 豫 西 传 统 美

食制作技艺。

2016 年 10 月，老君山上温度低，景

区 给 游 客 送 去 了 自 制 了 稠 姜 汤 ，为 游

客 驱 寒 ；2017 年 9 月 9 日 ，山 上 突 然 降

温 并 下 雨 ，短 时 间 内 气 温 下 降 7 度 ，老

君 山 免 费 给 游 客 发 放 雨 衣 ，并 组 织 人

员 熬 姜 汤 ，为 游 客 驱 寒 ；2018 年 8 月 4

日，暑期天气炎热，老君山景区收购当

地古乡村自产的玉米、梨等，向每位游

客 送 出 一 瓶 纯 净 水 、一 个 玉 米 、一 个

梨，现场免费发放 2 万多份。

张 鹏 远 细 数 下 来 ，“ 从 2014 年 开

始 ，每 年 几 乎 都 有 数 次 免 费 招 待 游 客

品 尝 的 事 情 ，后 来 ，景 区 发 现 ，由 于 免

费，造成了大量的食物浪费，于是 2017

年 10 月才有了‘一元午餐’”。

“ 一 元 午 餐 ”推 出 后 ，减 少 了 浪

费。景区的经营者也看到令人惊喜的

结 果 。“ 游 客 心 里 面 都 有 杆 秤 ，觉 得 很

值 ，所 以 很 多 游 客 会 多 放 一 些 钱 。”张

鹏 远 说 ，另 外 一 个 令 人 惊 喜 的 画 面

是 ，游 客 自 觉 排 队 ，工 作 人 员 也 不 需

要 维 护 秩 序 ，用 完 餐 后 游 客 自 觉 把 碗

筷 放 进 回 收 位 置 ……

“一元午餐”折射景区餐饮痛点

有 网 友 在 社 交 平 台 上 留 言 ：“ 一 元

午 餐 ”受 到 游 客 的 称 赞 ，一 定 程 度 上 ，

也 反 映 出 游 客 对 一 些 景 区 餐 饮 的 不

满 。 传 统 旅 游 六 要 素“ 吃 住 行 游 购

娱”，“吃”排第一位，景区吃饭难、吃饭

贵、饭难吃等是备受游客诟病的问题。

“‘ 一 元 午 餐 ’主 要 是 在 国 庆 假 期

推出，并不是常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 缓 解 游 客 吃 饭 难 的 问 题 ，但 是 无 法

解决景区餐饮的痛点。”张鹏远称。

游 客 在 景 区 逗 留 的 时 间 有 限 ，餐

食 消 费 主 要 在 于 果 腹 ，而 不 在 于 美

食 ；游 客 用 餐 时 间 过 度 集 中 ，而 且 希

望 尽 量 减 少 用 餐 时 间 ，心 情 急 切 ；最

重 要 的 是 ，游 客 人 员 结 构 多 为 团 队 、

家 庭 ，存 在 着 需 求 多 样 化 但 供 给 单 调

的矛盾。近年来，“价格虚高”“缺斤少

两”“品质参差不齐”等餐饮问题，不时

见 诸 报 道 。 因 此 ，“ 一 元 午 餐 ”的 推 出

刚 好 切 中 了 景 区 餐 饮 的 痛 点 ，赢 得 了

游客口碑。

也 有 一 些 景 区 正 在 直 面 景 区 餐 饮

问题。今年，广西南宁青秀山景区推出

饮食商品“景区内外一样价”服务，赢得

了广泛社会赞誉。据青秀山职工食堂

直营点负责人介绍，青秀山风景区直营

点的 55 种食品对标了景区外商业网点

的平均价格 ，平均降幅达 40.92%，最高

降幅达 60%。

南 宁 青 秀 山 风 景 区 推 行“ 景 区 内

外 一 样 价 ”是 从 游 客 角 度 出 发 的 创

新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 景 区 内 外 一 个

价 ”是 对 长 期 以 来 景 区 内 商 品 高 价 问

题 的 纠 偏 ，有 助 于 营 造 放 心 的 消 费 氛

围，帮助市民游客释放消费需求，从而

拉升景区商品的销量。

知 名 旅 游 专 家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旅 游 研 究 中 心 原 主 任 张 广 瑞 教 授 认

为 ：“ 旅 游 餐 饮 问 题 绝 不 是 小 问 题 ，一

次 不 愉 快 的 体 验 会 影 响 整 个 旅 游 过

程 ，甚 至 对 整 个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评 价 造

成不良影响。”

坚持“以游客为本”的理念

“ 一 元 午 餐 ”并 不 是 今 年 国 庆 假 期

才 火 的 。 张 鹏 远 介 绍 ，2018 年 国 庆 假

期 ，“ 一 元 午 餐 ”突 然 火 了 ，当 时 新 华

社、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在绝大

部 分 的 赞 美 之 后 ，也 有 极 少 量 的 评 论

说“ 这 只 是 营 销 ，只 是 作 秀 ”。 这 让 老

君山景区工作人员颇为无奈，“因为这

件事情，已经默默做了好几年”。

“ 经 营 景 区 处 处 需 要 营 销 ，但 不 能

为 了 营 销 而 营 销 。”张 鹏 远 强 调 ，在 旅

游营销这个事情上，大道至简，最好的

广告就是游客的口碑，将心比心，认真

为游客考虑，自然会得到游客的称赞。

深 圳 大 学 旅 游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刘 杰 武 提 到 ，老 君 山 景 区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很 会 玩 ”的 网 红 景 区 ，营 销 手 法

敢于创新，并通过不断改善服务、提炼

新产品，提升在社交平台上的曝光率，

吸 引 游 客 关 注 。 去 年 冬 季 ，老 君 山 以

雪 景 走 红 ，更 有“ 远 赴 人 间 惊 鸿 宴 ，老

君山上吃泡面”的段子随之流传，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刘 杰 武 称 ：“ 老 君 山 景 区 坚 持 做

‘ 一 元 午 餐 ’多 年 ，如 果 从 营 销 的 角 度

讲，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口碑营销，取

得 了 四 两 拨 千 斤 的 效 果 。 多 年 深 耕 ，

游客会将老君山景区和‘一元午餐’自

动 匹 配 ，形 成 游 客 口 口 相 传 的 品 牌 效

应，并在媒体上广泛传播。”

别 的 景 区 可 以 复 制“ 一 元 午 餐 ”

吗 ？ 刘 杰 武 认 为 ：“ 当 然 可 以 模 仿 ，但

景 区 营 销 忌 讳 模 仿 ，社 会 关 注 度 的 流

量永远是给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刘 杰 武 将 景 区 的 网 红 潜 质 分 为 三

类 ，第 一 类 是 景 区 的 网 红 项 目 ，第 二

类 景 区 是 和 平 台 合 作 的 商 业 引 流 ，第

三 类 是 IP 型 的 网 红 景 区 ，不 断 创 意 营

销 ，深 入 挖 掘 景 区 自 身 的 内 容 、提 升

服 务 ，并 把 好 的 内 容 传 播 出 去 。 他 认

为 ，网 红 项 目 的 更 迭 太 快 ，第 一 、第 二

类 景 区 很 难 可 持 续 发 展 ，第 三 类 景 区

才 拥 有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能 量 。 因 此 ，打

造 网 红 景 区 、不 断 创 新 营 销 的 落 脚 点

还 是 在 于 坚 持 和 落 实“ 以 游 客 为 本 ”

的 理 念 。

老君山的“一元午餐”可以复制吗？

本报讯（陈熠瑶）日前 ，华侨城集

团 举 办 线 上 发 布 会 ，正 式 发 布“ 美 育

帮扶计划”，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让人们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 ，

是 华 侨 城 助 力 全 面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的

特 色 和 亮 点 。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局 社 会

帮扶司司长李富君表示，华侨城实施

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在美

育 教 育 、自 然 教 育 、志 愿 支 援 等 方 面

探索实践了一系列做法，取得了显著

成效。

据介绍 ，华侨城“美育帮扶计划 ”

以“艺术走进”与“文化引出”为轴线，

涵盖音乐、文化、演艺、研学、游学、绘

画 、文 创 等 内 容 和 活 动 ，旨 在 探 索 出

一条独具特色的美育帮扶之路，种下

乡村发展“常青树”。

该 计 划 共 包 含 五 部 分 内 容 ，分 别

是：实施“文化助教”行动，推动素质教

育发展；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落实“自然教室”计划，助

推生态文明建设；助力“非遗技艺”传

承，激活地方文化基因；打造“山海之

约”行动，绘就乡村多彩画卷。

据 了 解 ，2003 年 ，华 侨 城 集 团 与

贵 州 三 穗 、天 柱 两 县 结 成 定 点 帮 扶

关 系 。 多 年 来 ，华 侨 城 集 团 携 旗 下

企 业 ，围 绕 经 济 、教 育 、民 生 、产 业 、

生 态 等 各 个 方 面 ，对 两 县 展 开 了 全

方 位 立 体 式 帮 扶 。

与 此 同 时 ，华 侨 城 集 团 全 力 推 进

“ 美 丽 乡 村 ”计 划 ，在 定 点 帮 扶 和 乡

村 振 兴 实 践 中 ，探 索 出“ 文 旅 融 合 +

美 丽 乡 村 ”“ 产 业 帮 扶 +乡 村 振 兴 ”的

发 展 模 式 ，并 逐 步 形 成“ 华 侨 城 美 育

帮 扶 ”特 色 品 牌 。

今 年 ，华 侨 城 在 三 穗 县 寨 头 村 打

造 了 一 个 集 文 化 展 示 、生 产 、研 学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民 族 文 化 传 承 体 验 基

地 ，整 合 苗 绣 、苗 银 、竹 编 等 传 统 技

艺 ，并 融 入 传 统 的 芦 笙 舞 和 长 桌 宴

等 仪 式 ，接 下 来 ，将 召 集 能 工 巧 匠 们

共 同 推 进 民 族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

在 华 侨 城 和 当 地 政 府 的 联 手 推 动

下 ，如 今 的 寨 头 村 已 经 形 成 了 食 用

菌 种 植 、生 态 水 稻 种 植 、大 闸 蟹 养

殖 、三 穗 鸭 养 殖 、苗 绣 刺 绣 厂 等 特 色

产 业 ，为 巩 固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注 入 了

强 劲 动 力 。

在 天 柱 县 三 门 塘 景 区 ，华 侨 城 逐

步 健 全 了 运 营 机 制 ，完 善 了 旅 游 服

务 中 心 、商 业 街 、木 栈 道 等 基 础 设

施 。 另 外 ，“ 石 柱 擎 天 ”公 园 景 区 正

在 打 造 中 。

华 侨 城 集 团 党 委 书 记 张 振 高 表

示 ：“ 华 侨 城 将 继 续 以 创 新 美 育 帮 扶

为 抓 手 ，让 美 的 梦 想 在 大 山 里 、村 落

间 拔 节 生 长 ，为 推 动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

缩 小 城 乡 美 育 差 距 注 入 蓬 勃 不 竭 的

动 力 。”

□ 肖雄 文/摄

近 日 ，贵 州 省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贞 丰 县 贞 丰 古 城 迎 来 了 一 批

欢 天 喜 地 的 学 生 。“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我 自 己 做 了 一 个 小 花 瓶 ，看 到 陶

土 在 自 己 手 里 渐 渐 成 形 ，真 是 太 有

趣 啦 ！”贞 丰 县 第 七 小 学 四 年 级 学 生

王 家 纯 兴 致 勃 勃 地 体 验 了 当 地 特 色

手 工 制 陶 ，这 项 工 艺 是 贵 州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贞 丰 古 城 古 色 古 香 ，占 地 20 余

公 顷 ，保 存 着 较 为 完 好 的 明 清 和 民

国 时 期 的 建 筑 群 ，当 地 人 世 世 代 代

生 活 的 老 街 区“ 大 西 门 ”、“ 明 清 一

条 街 ”等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旅 游 打 卡

点 。 来 到 这 里 ，一 条 条 青 石 板 路 、

一 栋 栋 古 建 筑 ，都 勾 起 游 客 去 触 摸

历 史 的 兴 趣 。

如 何 将 历 史 文 化 、非 遗 内 容 融 入

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教育？近年来 ，贞

丰县科协、文化旅游等部门联动合作

探 索“ 旅 游 +科 普 ”模 式 ，将 贞 丰 古 城

打造为科普教育基地。

贞 丰 古 城 内 的 黔 堂 艺 术 工 坊 就

是 一 个 具 有 特 色 的 科 普 体 验 点 。 该

工 坊 将 科 普 元 素 融 入 贞 丰 传 统 陶 艺

制 作 、扎 染 、蜡 染 等 体 验 项 目 之 中 ，

让 游 客 在 体 验 中 学 到 更 多 知 识 。

“ 我 们 主 要 是 面 向 学 生 ，通 过 制

陶 、蜡 染 等 体 验 项 目 ，在 锻 炼 孩 子 动

手能力的同时，让孩子学到知识。”黔

堂艺术工坊负责人龙大平说。

趁 着 假 期 ，家 住 贞 丰 县 者 相 镇

纳 孔 村 的 韦 修 莲 带 着 自 己 的 两 个 孩

子 到 贞 丰 古 城 游 玩 ，体 验 了 手 工 制

陶 。“ 娃 娃 在 玩 中 学 ，在 学 中 玩 ，开 眼

界 ，长 见 识 ，老 师 讲 的 很 多 科 普 知 识

形 象 生 动 ，让 人 记 得 住 ，两 个 孩 子 都

吵 着 要 经 常 来 ，我 也 正 在 考 虑 ，是 否

给 孩 子 报 个 非 遗 体 验 班 。”

一“ 码 ”在 手 ，游 遍 古 城 。 为 了 方

便游客在古城游玩 ，贞丰县科协还制

作了电子地图 ，游客只需手机扫描二

维 码 即 可 查 看 贞 丰 古 城 电 子 实 景 地

图 ，地 图 上 有 景 点 坐 标 ，点 击 后 即 可

听到优美的音乐和导游词 ，让人耳目

一新，“声”临其境。

“ 截 至 目 前 ，在 黔 西 南 州 科 协 的

关心支持下，共争取到 15 万元的科普

示范点创建经费 ，在古城开发科普体

验项目，让游客观光体验‘含科量’十

足，游客反映效果也非常好。”贞丰县

科协主席余洪丽说。

据 介 绍 ，近 年 来 ，贞 丰 县 创 新 开

展 科 普 教 育 工 作 ，建 立 科 普 导 览 、旅

游志愿服务队 ，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普员、讲解员，为“旅游+科普”模式

储备讲授人才。同时 ，积极开展民俗

文化及非遗传承科普旅游、建筑艺术

及工匠造诣科普旅游等活动。

“ 接 下 来 ，我 们 将 对 贞 丰 古 城 的

科 普 旅 游 成 果 进 行 提 炼 总 结 ，复 制

到 全 县 其 他 景 区 。 同 时 ，多 形 式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科 普 教 育 活 动 ，实 现

科 普 体 验 式 教 学 、探 索 性 研 学 、沉 浸

式 旅 学 。”余 洪 丽 强 调 ，贞 丰 古 城 里

的 古 建 筑 和 传 统 手 艺 人 是 进 行 科 普

研 学 的 重 要 载 体 ，在 产 品 内 容 和 精

神 内 涵 的 挖 掘 方 面 ，有 很 多 工 作 可

以 做 。

在 贞 丰 古 城 ，最 有 名 的 古 建 筑 是

依山而建的文昌宫 ，这组建筑错落有

致 ，建筑平面布局平衡对称。清朝光

绪年间 ，白层渡厘金总办吴嘉瑞曾在

文 昌 宫 创 立 贞 丰“ 仁 学 会 ”。 文 昌 宫

正 殿 是 当 年 仁 学 会 传 播 知 识 和 革 命

思想的讲堂。当时 ，这里汇聚了来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有 志 青 年 。 主 持 者 在 这

里传授维新变法思想 ，史志上称此举

“ 开 盘 江 风 气 之 先 ”。 贞 丰 仁 学 会 的

会员 ，后来不少成为辛亥革命的英勇

斗士。

在 余 洪 丽 看 来 ，“ 旅 游 +科 普 ”不

仅是收获科欧知识 ，更重要的是在历

史场景中坚定文化自信 ，这对青少年

的成长弥足珍贵。

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古城发展科普旅游——

在历史场景中坚定文化自信

游客在皇城相府景区游览 皇城相府景区 供图

国庆假期，老君山景区为游客提供“一元午餐” 老君山景区 供图

华侨城发布“美育帮扶计划”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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