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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10多年前，一部《逝去的窑村》电视片，
勾起商州区金陵寺镇熊耳山村土著居民
那份幸福而充满艰辛的回忆。这份回忆
根植于他们的血脉，如熊耳山村房前屋后
摆满的盆盆罐罐，虽历经岁月的洗礼，但
依然釉色如故。

在片尾，笔者随口一句“这老祖宗留下
的制陶手艺会失传吗？”老艺人古树娃叹着
气说：“肯定会失传。”手艺人古玉民也是一
脸悲伤。这是老艺人对陶瓷制品加工后继
无人的无奈；是对因社会发展，陶制品逐渐
退出家用消费市场的无奈；是对这个村子
人口流失，走向“空壳化”的无奈。

今年8月23日，笔者再次探访熊耳山
村，这里却丝毫没有10年前没落的模样，
那些曾经胡乱丢弃的破瓮破罐被重新利
用，变成随处可见的景观墙、景观路、景观
园，而刚刚运营的陶瓷体验基地也是人来
人往。一个欣欣向荣、充满人文气息的新
窑村出现在熊耳山之巅。

见到10多年的老朋友，端着陶瓷制品
的古玉民满脸堆笑，他说：“没想到这辈子
还能干上这老本行，咱这窑村算是重生了。”

逝去的窑村逝去的窑村

熊耳山村是商州历史上有名的制陶
村。长期以来凭借金陵寺独特的土质和煤
炭资源，熊耳山人靠烧窑制陶为生，不仅在
贫瘠的村子生活了下来，而且衍生出商贸
运输等其他产业，养活了周边20多公里的
村民。但这一切，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

在 10年前制作的电视片中，笔者写
下这样一段解说词：“走进这个散落在熊
耳山脚下曾经的窑村，目光所到之处大多
是房门紧锁的土坯房，村子里留下的是老
人和孩子。正在地里干着农活的杨引娃
老人说，他们村有 20年都不制陶了。”

镜头中，笔者在杨引娃的带领下，穿
过被野草覆盖的小路，踩着已然龟裂的台
阶，爬上了村里那口烧制陶器的土窑的顶
端。拨开密密的草叶，依稀可以看见当年
的老灶口，还有浓烟留下的熏痕。

阳光下，蜘蛛摆起八卦阵严密地提防
着入侵者，更像是封存着破败的土窑承载
的一段历史。

在村子里，到处是制陶人留下的盛水、
腌制酸菜的大瓮以及和面、装生活用品的
盆盆罐罐，都落满了灰尘。破碎的陶片可

以当瓦用，也能砌墙，能当做烟囱、石凳，
只是它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功能已经退去。
为适应市场需求，老一辈制陶艺人也尽力
创新，制作了一批欣赏类陶瓷制品，但市
场始终没有打开。

市场前景惨淡，制陶又费时费力，年
轻人失去了传承的愿望。到20世纪80年
代后期，窑村上百年的老窑灶开始破败。

浴火重生浴火重生

传统村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保护好传统村落，就是守住乡村文脉的

“根”。如何让古窑村“炉火千年不绝”，实
现乡村振兴，是当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也是一群对熊耳山陶瓷情有独钟的
能人、匠人的情怀和追求。

为深入挖掘和展现古村落的深厚历
史底蕴与文旅价值，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自 2020年起，熊耳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
康养旅游资源，从基础配套、产业发展、乡
风文明等方面统筹推进“新窑村”建设。

从进村起，在蜿蜒三四公里的上山路
上，他们用废弃的瓷瓮、瓷盆、瓷罐作为装
饰元素，镶嵌在沿路亭子旁、人家院墙上、
村间小路上、观景台边、村文化广场上，不
事雕琢而自有古朴风味，让一下子落入熊
耳山人精心设置的“瓷场”不能自拔。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10多座古窑口、
100多座民居，20世纪熊耳山煤矿工业遗
存……这些都是熊耳山陶瓷文化的精华
和缩影，在村里一班人的努力下，这些历
史遗产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焕
发出勃勃生机。

“商州金陵寺镇，是西周茽国所在地，
而茽国是商洛在西周时共有的三国中的
领袖，肩负为国家军队、官人、百姓提供所
需的碗、罐、瓮、壶、盆等用品的使命。”随
行的商洛古文化研究学者王国伟一席话，
指出了熊耳山陶瓷文化可能始于7000年
前的研究方向。

步入熊耳山制陶展览馆，一股浓郁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是展示手工
制陶技艺的地方，更是一个让游客深入了
解制陶历史与文化的窗口。在这里看到制
陶工具的历史演变，从最原始的手捏泥条
成形，到后来出现的陶轮、雕刻等工具，每
一件工具都承载着匠人们的智慧结晶。

一台转盘、一坨光滑的陶泥，满面烟

火色的制陶老手艺人古玉民双手熟练地
抚弄着，在他的巧手揉捏下，一个形状优
美的弧形罐口逐渐呈现……为学习和掌
握更新的制陶理念和更先进的制陶技术，
村上先后组织匠人到渭南尧头窑、铜川陈
炉古镇等地考察取经，尝试更加环保节能
的电窑烧制技术。

8月 9日，第一炉寄托着熊耳山村人
梦想的陶制品出窑。

8月 23日，又一批瓷器出窑。
村党支部书记任英志和古玉民拿起

新烧制的瓷口杯，光泽如玉、古朴守拙。
放在耳边，轻轻吹弹，瓷音悠然。

“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人们更加追
求的是陶制品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现在，我们的传承制作人以古玉民和王俊
卓为主，主要精作生活摆件和收藏小件。”
村党支部书记任英志说，“下一步，我们将
深挖商州几千年的陶瓷文化内涵，开发更
多有创意、有品位、有历史气息的文旅产
品，建设集设计、开发、制作、销售于一体
的研学和生产基地，吸引众多艺术家汇聚
于此，打造陕南陶瓷文化第一村。”

华丽蝶变华丽蝶变

经过数年的精心打造，熊耳山村华
丽蝶变，逐渐成为一个集陶瓷和文旅体
验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

这里，不仅有深厚的陶瓷文化积淀，
还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熊耳晚霞”是“商州八景”之一。这
里重峦叠嶂、奇峰俊秀。东峰是商州第二
高峰，登上山顶，可以一览众山；东边是丹
江盆地，美丽鹤城；向西层峦叠嶂，鸡山如
画，偌大熊耳活灵活现；南面秦王山高耸
入云，向北与岱北牙山遥遥相对，商州睡
佛变身侧卧，仪态庄严；而岭下闯王屯兵
初擂鼓台和200亩练兵场气势犹在，似乎
有金戈铁马声声入耳。山上千年古槐随
风细语，在古村中行走，自然会放开自我，
心灵得到涤荡。

在这里，熊耳山显神寨已成为商洛市
民新的打卡地，每逢雨后初晴，凌晨四点
多就有市民开车上山观云海。

“熊耳山海拔高，云海波澜壮阔，气势
大，是我这几年拍过最美的云海。”一位姓
穆的摄影爱好者告诉笔者，“遇到好天气，
几十人带着相机、无人机、手机一块拍日
出云海的场面也很壮观。”

为吸引更多游客拍熊耳山、画熊耳山、
写熊耳山，村上还建成长安画派创始人赵
望云写生基地、陕西国画院院长范桦写生
基地、市区摄影基地。随着游客的增多，
陶艺民宿也应运而生。

“现在回乡发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村子有了人气，发展旅游业就更有信心了。”
任英志笑着说。

通过挖掘和发扬自身优势资源，熊耳
山村正在成为商州一个新的文旅新品牌。
这是保护性开发传统村落的生动实践，更
是乡村振兴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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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州 卧 虎 岭 景 区 是 国 家 3A 级
景区，位于沙河子镇，距离商洛市区
约 15 公里。得益于区位优势，卧虎
岭景区成为我市新晋的热门旅游打
卡地之一。

近年来，“亲子游”逐渐成为旅游
市场的新宠，动物园尤其受到青睐。
卧虎岭景区开发的动物养殖园受到市
民和游客的欢迎。

初秋的商州，气候宜人，凉风习
习。从商州城区出发，沿着 312 国道
前行，大约 25 分钟车程，便抵达了风
景如画的卧虎岭景区。

8 月 26 日上午 8 时许，动物园门
口已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他们携家人，有序地买票、检票，依
次入园。

在每个动物展区，都有众多游客
驻足观赏，与动物互动。在灵长类动
物区，小猴子们在假山上灵活地跳跃，
仿佛在进行一场精彩的表演。孩子们
兴奋地指着猴子，模仿它们的动作，引
来大人们阵阵笑声。家长们趁机引导
孩子们观察猴子的习性，讲解关于动
物保护的知识。

“我们是在抖音上看到的宣传视
频，特意带孩子来体验与动物互动的
乐趣。”市民叶龙表示，让孩子近距离
观察动物，有助于从小培养他们与动
物和谐相处的观念，同时也能激发孩
子探索动物世界的好奇心。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深藏着一
座动物园。“看真实的动物，与从书本
和电视上看到的动物给人感受是不一
样的。”丹凤市民王小涛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年暑假他都会带
女儿出去旅行。孩子对单纯的自然风景不太感兴趣，比较喜欢到
动物园、游乐园游玩，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动物园，还设在风景优美
的景区，适合一家人一起游玩，挺方便的。

“所有购买动物园门票的游客均可凭票在水街鹿肉馆免费享
用当地小吃，如浆水鱼鱼等特色美食。”动物园负责人牛敏说，每逢

“五一”“十一”和暑假，景区都会举办大型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吸
引更多人来这里游玩、消费。

牛敏介绍，卧虎岭动物养殖园是商洛境内唯一一家动物养殖
园。占地面积约 6000 平方米，养殖鱼类、爬行类、两栖类、鸟类以
及哺乳类动物近百种，包括孔雀、鸽子、猴子、梅花鹿、马、狮子等。

“今天，孩子第一次目睹孔雀华丽开屏，第一次感受狮子的
威武，第一次亲手给梅花鹿喂食……这些新奇而难忘的体验很
有意义，而且不用出远门就实现了。”游客彭丽丽笑着说，对这次
旅行很满意。

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晓平介绍，卧虎岭景区是
2014 年开始开发的，总面积约 7500 亩，规划投资 3.3 亿元，分三
期开发。第一期开发研学亲子游项目，第二期开发民宿康养游
项目，第三期开发卧虎岭奇石公园。目前景区累计投入 1.3 亿
元，初步形成市郊周末游、学生假期游、亲子研学游的格局。正
在建设中的三产融合项目——万头梅花鹿养殖基地更是广大游
客的期盼。

卧虎岭景区除了动物养殖园，还有独具特色的激情戏水园、红
色文化园、农耕体验园、藏龙垂钓园、民俗文化园、儿童游乐园等亮
点项目，游客不用出远门也能得到精彩体验。

张晓平说，卧虎岭景区的吸引力并不仅仅依赖于动物园的单
一业态，而是多业态协同发展的成果。今年，卧虎岭景区就通过在
乡村大舞台上举办商州区第二届百把小提琴才艺展示音乐会、端
午节“粽情”联欢晚会、暑期纳凉晚会及假期研学等一系列活动，尝
到了游客量激增的甜头。未来，景区将持续创新“旅游+”产品业
态，积极推进以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为核心的首发经
济，打造集科技、文化、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数字旅游体验馆，让游
客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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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几朝阳，骊珠樵唱，灵岩吞月”，这是
镇安县永乐街道人文景观的写照。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当地
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中，永乐街道依托当
地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近两年又推出了“安
山云海”“庙坡陶器”“中合云岭”“清风古寨”

“星空露营”以及海棠山系列文旅项目，使得
当地的文旅产业悄然升温，以“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示范点”建设为契机，形成了新的产
业新坐标。

“现在这个季节，每个月营业额能达到
9万多元，刨去每个月3万多元人工工资，落
到自己口袋的能有3万多元……”7月25日，
永乐街道安山村二组村民苏文良在自己创
办的“云涧民宿”忙得不亦乐乎。虽然还没
到周末，民宿门口的车辆已经停得满满当当。
在一旁的灶火饭操作间，按捺不住内心喜悦
的他脸上挂满了笑容。

在安山村，除了苏文良之外，还有大梁包
上王合龙的“云上绿野农场”，马俊运营的“星
空露营”项目。盘山公路上每天都有许多上
山的车辆，到此休闲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安山
村文旅产业蕴含着巨大潜力。

为了以“安山云海”“清风古寨”等自然

景观带动全村的旅游产业发展，安山村在永
乐街办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正在积极与泊
客文旅进行项目合作的前期对接，泊客文旅
将通过打造精品民宿院落来进一步提升“安
山云海”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品牌效应。

中合村的网红打卡基地则是在网络科技
的带动下，将山乡本色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
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推动下，原生态的农特产
品搭上了网络快车，农业农村呈现出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等新的特征。

中和村“云岭共享农场”以培育网红流
量吸引更多网红聚集于此。网红通过在这
里直播，实现了流量增加，传统的农特产品
通过网红的流量走向各地市场，流量变现也
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在已初具规模的电商孵化园，中合村借
助“云岭共享农场”培育网红流量效应，又延

伸出了“代种代养”“认种认养”亲子乐园等项
目，再加上即将完成的“轻奢露营”，使得“互
联网+”模式给传统的农耕文化贴上了现代科
技的标签，多元化经营让产业发展有了后劲。

“共享共创是一条帮助农民致富增
收的有效途径，我们通过互联网引流，
带动经济流通，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探索乡村文旅融合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积极培育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点。”中合村党
支 部 书 记 胡 霞 建 说 。

庙坡村则是将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
陶器制作工艺作为发展的“招牌”。庙坡
陶器不仅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滋养了数
百人的生计，更是被列入商洛市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3年4月，在永乐街道党工委及县妇

联、县工商联驻村工作队的倾心帮扶下，庙
坡村郑重提出复兴庙坡陶器的计划，希望通
过宣传、保护、传承、发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擦亮“庙坡古窑”老名片。

庙坡村以“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示范点”
建设为契机，坚持以陶器为题、为媒、为介、
为业，着力打造一条集陶器销售、制陶体验、
陶器研学、窑工饮食、观光旅游、农产品销售
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道路，为庙坡村打造
独具一格的乡村旅游产业注入活力。

2024年 4月 12日，庙坡村陶器制作工
艺传承基地正式挂牌，这为庙坡村农文旅融
合发展开启了新坐标。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期间，我们激活
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努力让乡土资源活起
来、产业壮起来、人文美起来、人民富起来。”
永乐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显涛说。

让 乡 土 资 源 活 起 来
本报通讯员 张新龙

近日近日，，熊耳山陶艺体验馆正式开馆熊耳山陶艺体验馆正式开馆，，游客可体验制作烧制陶瓷的整个流程游客可体验制作烧制陶瓷的整个流程，，近距离近距离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老手艺人古玉民图为老手艺人古玉民（（左左））和游客现场制作陶器和游客现场制作陶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肖肖 云云 摄摄））

游客近距离与黑天鹅互动游客近距离与黑天鹅互动

●丹凤县商镇鑫欣电器维修的银行预留印鉴财务专用
章丢失，无防伪码，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聂书林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丢失，证号为陕（2016）洛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第 144690号，声明作废。

●商州区金陵寺镇石灰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开户许
可证丢失，账号为 2708012101201000004689，开户行为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金 陵 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社 ，核 准 号 为
J8030001076301，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砚池河村村民委员会的
公章丢失，防伪码为 6110020014827，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砚池河村村民监督委员
会的公章丢失，防伪码为 6110020014791，声明作废。

●商州区杨斜镇砚池河村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的银行预
留印鉴公章丢失，防伪码为6110020046741，声明作废。

●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砚池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银行预
留印鉴公章丢失，防伪码为6110020046223，声明作废。

●商洛市兴贸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的银行预留印鉴
原公章丢失，防伪码为 6110010006057，声明作废。

声 明

熊耳山陶瓷制品熊耳山陶瓷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