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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革命老区发展，
结合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
地制宜发展绿色富民产业，不断擦亮“22℃
商洛·中国康养之都”品牌底色，走出了一
条“红绿”相融的老区发展新路径。

深秋时节，地处蟒岭的商州区北宽坪
镇呈现出一派富足的景象。这里是商洛县
委、县政府旧址所在地，也是中原突围的落
脚点。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 4A
级蟒岭绿道景区，当地建成北宽坪红色教
育基地，又与旅游公司合作，在宽坪社区增
添无动力乐园、水上拓展项目、山楂小院等
旅游设施，进一步带动群众发展餐饮、民
宿，促进持续稳定增收。

商州区蟒岭绿道景区负责人江英说：
“景区以‘红色为旗、绿色为基、运动为要、
休闲为本’，建成 109 个景观，打造多个景
点，让游客来蟒岭绿道景区感受红色文化，
欣赏田园风景。”

“现在一天最多可以接待八九千到成
万游客，接待的游客最远的有三亚的团
队。我们开馆以来，接待的游客已经达到
了 30 多万人次。”商洛县委、县政府旧址讲
解员李益民说。

“来旅游的特别多，咱生意也好，比
以 前 好 多 了 。”北 宽 坪 镇 宽 坪 社 区 居 民
唐亚说。

近年来，北宽坪镇以红色美丽村庄建
设为契机，持续巩固红色旅游小镇发展，大
力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今年，
对宽坪社区水街农贸市场、唐渠组道路和
四广路沿线环境进行提升改造，极大改善
了辖区面貌和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惠及
260户 1000多人。

北宽坪镇镇长郭双双说：“我镇将继续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用好辖区红
色资源，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争创红色旅游名镇，在奋进强国路、阔
步新征程上谋实策、强举措、求实效。”

与北宽坪镇同属蟒岭南坡的丹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也是有
名的革命老区。古色古香的老街上，一排排老房子被重新设计规
划，墙上红色主题壁画色彩鲜艳，街边摆放的大炮、军车等退役装
备也昭示着这里曾经的峥嵘岁月。

留仙坪村党支部书记马继军说：“我们留仙坪村是李先念率领
中原突围部队转战时驻扎的地方，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也是中组
部确定的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已经被农业农村部命名为‘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近年来，留仙坪村拓宽发展思路，盘活废弃学校、原乡政府等
国有资产，建成红色教育基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旧址等，加速推
进资源变资产、农房变商房。同时，引导扶持在外人员回乡发展农
家乐、民宿。年接待培训、研学、旅游活动近 10万人次。

“近两年，家乡发展红色旅游，人气比较旺，经跟家人商量，我
回村创业，开了这个农家小院。在旺季接待游客 3000 多人，收入
6万多元。”留仙坪村留仙聚农家乐负责人李浩浩说。

据蔡川镇留仙坪红色教育基地负责人曹月娥介绍，留仙坪红
色教育基地已成为丹凤县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集中了“吃、住、
游、养、学、训”六类新业态，内容丰富、功能完善。每年接待培训有
百余次。

留仙坪村还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种植连翘、金银花等中药
材，培育红仁核桃，建设采摘大棚，种植大樱桃、冬枣，扶持飞鼠等
特种养殖，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景看、有活干、有钱赚，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达 100多万元。

丹凤县蔡川镇党委书记陶刚表示：“今年以来，我们以‘千万工
程’为抓手，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三项行
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县上‘一县五区’的发
展部署，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加快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力度，吸引
更多的游客来旅居康养、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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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让公园设施利用
起来，让幸福指数高起来，是基层文化工作
者一直在追求的最终目标。2021年以来，
我市围绕打造“一都四区”目标，相继建设小
而美、小而精的“城市公园”“口袋公园”120
多个，极大地缓解了过去群众身边公园绿化
活动场地不足等问题。

中心城区公园活动场地建成之后，我市
先后在南秦河生态公园花海广场、丹江公园
梨园厅、刘湾大桥广场、莲湖公园小广场、银
杏公园、中心广场等6处场地设置群众小舞
台，组织市、区国有文艺院团专业力量和民
间文化社团，联合商洛学院、商洛职院两所
高校，实现了中心城区公园广场“2+N”惠民
演出常态化，让城绿交融、星罗棋布的城市
公园处处洋溢文化氛围，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公园、进广场，进一步
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群
众的参与度、满意度、幸福感大幅攀升，城区
小舞台唱响了群众“大幸福”。

强化组织领导，机制上“实”。坚持政
府主导、文旅牵头、院团为主、群团参与的

工作机制，市政府组建工作专班，市文旅
局具体负责组织推动，印发《2024 年商洛
市中心城区公园广场文艺演出活动工作方
案》，通过市级媒体发布公告，明确 6 处小
舞台演出地点、时间以及演出团队和节目
安排等信息，建立健全管理办法，明确各
单位主体责任，一个高效成熟的工作推进
机制快速形成。

做到三个结合，突出一个“活”字。文艺
演出以群众喜欢、观众认可为标准，积极对
接各相关单位，做到国有院团与业余团体相
结合、专业演员与群众表演相结合、地方组
织与高校力量相结合，充分发挥各演出团队
特点。市地方戏曲研究院以精品戏曲演出
为主，精心编排国家非遗商洛花鼓戏《屠夫
状元》《月亮光光》等经典剧目和《双官诰》《牡
丹亭》等经典秦腔戏；市文化馆组织市级民
间文艺社团，以自编自导自演小品、戏曲、歌
舞等文艺节目为主；商州区文工团、文化馆
发挥各自特长，分别组织各文艺团体、自乐
班、乐队等开展特色节目表演和经典剧目展
演；商洛学院、商洛职院组织广大师生编排

现代舞、小合唱、诗朗诵等文艺节目，深受群
众喜爱。

加强宣传营销，氛围上“浓”。2024年
中心城区公园广场“2+N”常态化惠民演出
开始前，市文旅局通过媒体、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同步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报道，告知广大
市民和戏曲爱好者演出节目信息。文化惠
民演出活动开展过程中，各参演团队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网站、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宣传，被多家媒体报道20多次，全方位
多角度提升了城市文化内涵，彰显了城市建
设速度。2024年1月份以来，累计开展各类
文艺演出 350多场次，带动中心城区 80多
支民间文艺团体以及广大文艺爱好者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成为中心城区市民文化生活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N”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为城市
建设增添“文化味”，贡献了艺术力量，更进
一步擦亮了“戏剧之乡、文化绿洲”的城市
名片，也为文艺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
供了广阔平台。国有文艺院团、民间团体
演员以及在校师生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演

出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艺术素养和专业化
水平，真正实现了让演员走上台前修炼内
功、完善自我的目标。商洛学院将“2+N”
常态化惠民演出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计入
学分，市地方戏曲研究院将“2+N”常态化
惠民演出纳入演职人员年度考核，市文化
馆将社会文艺团体参加“2+N”常态化惠民
演出场次作为管理内容，为全市高素质文
艺人才队伍、培养造就优秀文艺人才探索
出了一条有效途径。

开展“2+N”常态化惠民演出以来，
商洛的各个主题公园夜间人声鼎沸，有
300 多家商户依托群众小舞台，从事餐饮、
小商品、农特产品、儿童娱乐等，形成了
集夜游、夜市、农特产销售等于一体的夜
间公园“经济圈”。特别是今年夏季以来，
中心城区公园夜间经济、周末经济、夜市
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夜经济与商洛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完美融合，交织出一幅
活力四射、烟火气息浓郁的夜生活画卷，

“2+N”常态化惠民演出也成为拉动城市
夜经济的“新引擎”。

城区小舞台 唱响幸福歌
本报记者 张 矛

在镇安县城东北，有一座海棠山，是一处令人心驰神往
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自然奇观——海棠山云海。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海棠山仿佛从沉睡中
苏醒。云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起，如轻纱般笼罩着整个山脉。
那云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

站在海棠山上，俯瞰壮丽的云海，你会被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所震撼。云雾时而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时而如涓涓
细流，温柔婉约。在阳光的映照下，云海泛起金色的光芒，
仿佛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云海中的海棠山，若隐若现，宛如仙岛。山峰在云雾中
露出尖尖的角，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山上的
树木郁郁葱葱，在云雾的滋润下更加生机勃勃。偶尔，几只
飞鸟在云海上空翱翔，为宁静的画面增添了一份灵动。

海棠山云海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壮观，更在于它的宁静
与神秘。在不同的季节，海棠山云海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春天，云雾与花海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夏天，云海为炎热的
天气带来一丝清凉；秋天，红叶与云海交相辉映，如诗如画；
冬天，白雪皑皑的山峰，是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镇安县永乐街道的村民，立足独特自然景观带来的契
机，把“风景”变“钱景”，大力发展民宿和餐饮，目前已发展
有 10多家民宿和餐饮，生意火爆。

海棠山云海成为打卡热点海棠山云海成为打卡热点
本报通讯员 杨建东

10月 29日，洛南县文显山上五彩斑斓，满山的红叶如
同燃烧的火焰，瞬间点燃了游人的激情。

文显山又称地肺山，俗名云架山，主脊海拔1709米，位
于洛南县城东南60多公里的高耀镇。走进山中，脚下的落
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讲述着秋天的故事。抬眼望去，崖壁
上一株黄栌树上红叶如霞。微风拂过，片片红叶飘落，宛
如翩翩起舞的蝴蝶。

攀登至山顶，视野开阔。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大片的
色块交织在一起，像是给山峦披上了华丽的锦缎。站在文显
山南侧悬崖上开凿的约 300米长、1米宽的栈道上，俯瞰着
远处，秋景十分壮丽。山顶有座名为东乡寨的寨子，高高耸
立的石墙和石门，向登山的游客默默讲述着当年的故事。寨
墙修有垛口和东、西、北三门，寨内沿着石崖修有大小古庙数
座。在一处庙宇的背后，山岩缝隙中有一口山泉，人工砌成
1米见方的两个水池，上下错落排列，池中泉水清澈见底，口
感甘甜。不远处，背靠山崖有一座戏楼，站在戏楼中间，仿佛
听到了锣鼓的喧嚣与吼出的秦腔在群山之上回荡。

在东乡寨的石墙之上环看四周，秋天不再是萧瑟与凋零
的象征，而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的红叶，用它们最热
烈的色彩，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登山的游人背贴绝壁，
走过栈道，爬上寨顶，俯视群山，沉醉在如诗如画的美景中，
久久不愿离去。

文显山上景色如画
本报记者 杨 鑫

游客络绎不绝游客络绎不绝

文显山顶全景文显山顶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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