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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庆阳市甘肃省庆阳市：：

文旅多元融合文旅多元融合彰显革命老区新风采彰显革命老区新风采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道
道岭,穿过一道道沟……走进
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的
甘肃省庆阳市，领略高天厚土
的陇东风光，一幅大美画卷铺
展开来。

揽山水之幽，得人文之
胜。庆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还是一个有
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

近年来，庆阳市充分利用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上台阶、出成
效，让“高天厚土、红色圣地、
文化庆阳”成为社会共识、地
域形象和知名品牌。

整合资源汇聚要素
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0年间，庆阳市委、市政
府按照全区域谋划、全产业联
动、全要素配套、全社会参与
的理念，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庆阳市先后编制完成《庆阳市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庆阳市
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及一批文
旅发展规划。以红色资源为
依托，重点建设了南梁红色旅
游景区、环县山城堡战役纪念
园、合水县陕甘红军纪念园、
中共宁县邠宁支部旧址等一
批红色旅游景区；以历史文化
为基础，建设了庆城县周祖
陵、正宁县黄帝文化景区、环
县东老爷山等一批文化旅游
景区；以自然生态为基底，建成
了庆城县药王洞养生小镇、合
水县子午花溪谷、西峰区黑老
锅冰窟等一批乡村旅游景区。

不仅如此，为丰富文化旅
游业态，庆阳市推出了红色励
志游、寻根访祖游、农耕文化
游、岐黄养生游、民俗体验游、
子午岭探秘游等一批精品旅
游线路；还将文化旅游产业与
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大力
扶持发展乡村旅游，创建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5个、全省
乡村旅游示范村12个。

强龙头，抓项目，促发展，
为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庆
阳有哪些新路径？

目前，庆阳市以文旅融合
为基本思路，提升三产发展水
平。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规律和庆阳的禀赋条件出发，
坚持文化、旅游、体育、医养资
源整合、要素融合，把文旅产
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
动第三产业全面提升。

“通过编制庆阳文化旅游
体育康养融合发展规划，强化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融合和要
素禀赋支撑，加大旅游景区景

点建设力度；强点扩面、连点
成线，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
黄土高原避暑康养度假区、红
色旅游示范区等旅游品牌形
象。”庆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说，“同时突出
文化引领融合的灵魂作用，加
快南佐遗址、石家及遇村遗
址、北石窟寺等重要文化遗址
的考古挖掘研究和遗址公园
建设，提高文化遗址文物的保
护和活化利用水平；按照‘学
术研究上水平、文化创作出精
品、文化宣传树形象’的思路，
大力挖掘庆阳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价值，全力提升红色
文化、岐黄文化、农耕文化、民
俗文化、名贤文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此外，庆阳市依托不断升
级的机场、高铁、高速等交通
基础设施，推进文旅交通服务
设施建设，提升当前交通系统
对文化旅游的供给能力，打造
“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积
极推进“1个机场+1条高铁+4
条高速+1个通用机场”道路交
通体系规划，谋划建设“1+5”
旅游风景道体系，完善旅游集
散咨询服务体系和自驾车营
地体系，打造新基建下的交旅
融合示范城市。

做强红色旅游
讲好革命故事

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

根据一组官方数据显示，
庆阳市公布为革命文物保护
单位的革命遗址遗迹有 172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3处（南梁陕甘边区革命政
府旧址、山城堡战役旧址、河
连湾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旧
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
（抗大七分校校部旧址、陇东

中学礼堂、王孝锡烈士墓）。
建成的各类革命纪念馆设施
12个，各类机构收藏的可移动
革命文物2283件（套）。

踏寻志士足迹，迈向成功
征程。每逢假期，庆阳市经典
红色旅游线路吸引到不少省
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来自陕
西的游客向中国城市报记者
表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庆
阳市博物馆—镇原县三岔红
军长征纪念馆—陕甘宁边区
陇东分区纪念馆—环县曲子
革命纪念馆、八珠革命纪念
馆、山城堡战役纪念馆”这条
路线；还有的朋友选择了“正
宁县宫河镇红一军团政治部
驻地旧址（邓小平旧居）、五顷
原关中特委、特区苏维埃政府
旧址（习仲勋旧居）—宁县王
孝锡烈士纪念馆—合水陕甘
红军纪念园—南梁红色旅游
大景区”路线，重温红色历史，
铭记革命初心。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在庆阳
市得到全方位挖掘利用，红色
基因赓续传承，南梁精神大力
弘扬，信仰的价值、精神的力
量成为庆阳文化的灵魂和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中，庆阳市通过加强与
周边红色革命老区的协同发
展，积极参加西北革命红色旅
游联盟、“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旅游联盟、关中平原城市群
旅游联盟举办的节会活动，
设计推出重走长征路、弘扬
南梁精神、省内红色沃土、银
西高铁红色旅游等精品红色
旅游线路，共同推动红色资源
保护传承。

目前，庆阳市虽然在红色
资源保护传承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还存在保护传承资
金不足、资源展示利用率不
高、景区带动效应不强以及专
业人才匮乏等困难和问题。

庆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谈道：“我们将
编制印发陕甘片区（庆阳市）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和7县革命旧址保护展示利用
设计方案，以集中连片的形式
对全市 122 处革命旧址开展
保护利用；继续开展革命文物
资源调查，做好革命馆藏文物
的认定、定级、建档及革命文
献档案史料、口述资料的调查
征集工作。同时，尽快启动实
施南梁革命根据地与苏维埃
政府旧址保护利用项目，积极
争取国家、省级文物保护资
金，实施山城堡战役旧址、闫
洼子会议旧址、包家寨会议旧
址、关中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重
点革命文物保护工程。通过
不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形式
深挖红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
升革命文物展览展示水平，讲
好红色故事。”

此外，庆阳市还将继续
充分利用革命文物资源，开
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系列活动，展示爱国
主义内涵，培育爱党爱国情
怀，大力开展红色研学旅游，
规范建设红色研学旅行基地；
积极发展红色实景演出、革命
题材影视、红色文创产品研发
生产等产业，助力红色资源保
护传承。

“非遗＋旅游”促发展
留得住技艺和乡愁

为进一步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庆阳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推出
一批非遗特色主题旅游线路
和旅游产品。

在庆阳，民歌、陇剧、刺
绣、香包、皮影、剪纸……民俗
文化千姿百态、熠熠生辉。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造
型丰富、图案精美、纯朴典
雅、芳香浓郁的工艺特色，深
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每到
炎炎夏日，庆阳市八县（区）群
众翘首盼望的大事之一就是
“过香包节”。其间，家家户户
都免不了走进展棚挑选一件
自己属相的“耍活”，戴一条
“花花绳”。

在一年一度的香包文化
艺术节上，除民俗文化产品展
销外，还配套举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展示体验、特色乡村
旅游线路踩线体验等非遗传
承体验活动。在陇东绣娘的
巧手飞针间，小小香包正走出
大山、走向世界，成为庆阳市
文旅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目前，庆阳市共有16个省
级以上项目及一些市级项目
与旅游融合发展，传统工艺
类、民间文学类、传统音乐类、
传统戏剧类、传统舞蹈类、曲
艺类的研学产品、民间工艺
品、演艺产品、美食产品等进
入旅游市场，培育出“岐黄”
“轩辕”“龙影”“云裳红嫂”“指
尖红嫂”“阳周·山河”等一系
列知名品牌。

据了解，庆阳非遗旅游融
合发展以“非遗+节庆”“非遗+
研学”“非遗+民宿”“非遗+文
创”“非遗+演艺”“非遗+美食”
“非遗+博物馆”“非遗+特色街
区”等多种方式打开。部分景
区已有非遗产品展示展销和艺
术类非遗项目展演，非遗主题
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建设不断
推进。

围绕民俗产品创新开发，
庆阳市建成了庆阳岐黄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环县龙影文化
产业公司等一批文旅产业龙
头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销
售、行业引领等方面发挥了骨
干带动作用，成为带领群众致
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
甘肃省庆阳岐黄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被文化部授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称号。据了解，
该公司以“公司+基地+合作
社+电商平台”为发展模式，
开发实施“义渠村”文旅项目
建设，将非遗作为内核植入，
打造沉浸式体验、休闲旅游、
特色农业于一体的特色田园
综合体。在实施过程中，通
过流转“四荒”地改造、保护
窑洞和地坑院，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注重乡土韵味，体现
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并
结合博物馆收藏品，以用促
保，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红色景区风光。庆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