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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龙山”“龙水”：

好山好水       客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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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山顶，放眼远眺，

蓝天白云和连绵群山在

视野尽头相融，位于陈仓

区坪头镇的九龙山景区

和附近村庄的一排排农

家乐以及游乐设施尽收

眼底。

“临近春节，景区又要

迎来客流高峰，我们的旅

馆早已备齐各种食材，让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

在这里玩得舒心。”在山脚

下经营家庭旅馆的李宝平

高兴地说。近日，在九龙山

景区，经营着农家乐或其

他娱乐休闲项目的村民，

都在有序地筹备所需货

品，热切地等着春节旅游

高峰的到来。

这里九峰汇集，状如

莲花盛开，形似九龙腾空，

故而得“九龙”之名。景区

坐落在坪头镇新民村、庵

里村、王家咀村、赵家山

村四村组辖区内，占地面

积 30 多平方公里，整个自

然风景区属典型的丹霞地

貌。2015 年旅游大开发，

经过精心打造，山上主要

景点被修复、还原和重现，

而且添加了许多现代元素

和科技手段，如玻璃栈道、

登山索道、配套实景演艺等，使得景区更加时尚

多元。作为 4A 级旅游景区，九龙山景区每年吸

引着全国各地上百万游客前来度假游玩。

“2016 年，新修好的旅游专线道路长 47 公

里，途经南山村、庵里村、新民村等，极大方便了

周边群众出行，也为物资进山、农产品销售提供

了交通便利。”坪头镇副镇长贾永红说，旅游产

业的发展、游客的增加，带动了周边村子发展。

现如今，依托景区，15 户村民开办起了农家乐，

有旅馆 13 家、小餐饮店 5 家、便民商店 4 家；

在景区建设方面，吸纳附近村民近 2000 人就

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26400 元。

“因为景区的开发建设，村民从原来的土坯

房搬进了砖混结构房，不用外出打工，就近做生

意就能鼓起腰包。就连原先不出门的妇女、老人

也走出家门搞家政、当保洁员，群众致富的愿

望空前高涨。2023 年，我们又争取到财政资金

100 万元，投资九龙山加油站、入股景区分红，

用以增加村民收入，目前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达

到 10 万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啦！”庵里

村党支部书记王林军感慨地说，趁着乡村振兴

东风，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致富的“金山沟”，守

住了绿水青山，就能收获“金山银山”。

“我在龙门洞景区摆摊

30 年，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洋

楼，在县城也买了房，真是沾

了乡村旅游的光！”近日，陇

县龙门洞森林公园景区 30

年老商户高琴娥高兴地对记

者说。

高琴娥所夸赞的龙门洞

景区，距离宝鸡市区约 120 公

里，是我省著名的文化风景旅

游区。园内山峰陡立，峡壁千

仞，洞穴密布。春季秀水奔流，

碧水清幽，森林葱郁 ；冬季银

装素裹，玉树琼枝，别有一番

韵味。加之奇特的悬空建筑、

深厚的文化积淀，使龙门洞人

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融协调，

呈现出无穷魅力。

龙门洞森林公园主任闫

虎成说，这些年，景区安排新

集川镇当地村民在景区从事

保洁、保安、讲解、售票等工

作，吸纳本地群众就业 ；为增

加群众就业岗位，景区提供摊

点供村民从事经营活动。高琴

娥今年 49 岁，也是新集川本

地村民，她 19 岁那年到龙门

洞旅游时，看到外地游客没水

喝、没东西可买，于是她瞅准

时机，回家带来东西卖，没想

到第一次收益还可以，从此就

在龙门洞“驻扎”下来。依靠龙

门洞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

源，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

劳肯干，这么多年来，高琴娥

仅凭摊位收入就养活了全家

五口人，在县城买了房，过上

了小康生活。谈及感受，高琴

娥说：“管委会的人有啥事都

跟你商量，和商户沟通，很感

谢景区管委会对我们商户的

支持。”

“龙门洞景区的旅游开发

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闫虎成说，当地村民利用

景区资源开发民宿，填补景区

吃、住方面的短板。以“龙门别

院”为代表的高端民宿项目，

满足了景区高低端差异化的

需求。该项目 2023 年开始营

业，预计带动周边群众 100 余

人发展乡村旅游业，年可实现

利润 100 余万元。

“黑龙潭是嘉陵江源头景

区内颇受游人欢迎的一处景

点，潭水深 10 余米，面积 400

平方米。潭水如黑玉，瀑布像

白练，景色幽静秀美。”1 月

30 日，嘉陵江源头景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王向阳介绍说，去

年嘉陵江源头景区接待游客

8万余人，黑龙潭颇有“功劳”。

驱车从市区出发，沿 219

省道向南行近1个小时，便可

到达嘉陵江源头景区门口。王

向阳讲，近日景区内积雪深厚，

黑龙潭已无法抵达。出于安全

考虑，目前景区已暂时关闭。但

景区门口靠近路边，是欣赏秦

岭雾凇的好地方，每日仍有不

少过往行人驻足赏景。

黑龙潭缘何得名？传说

炎帝神农氏时期，生于姜水流

域的神农氏为给百姓治病，遍

尝百草。有一天，神农氏尝到

剧毒之物断肠草，不幸逝世。

炎帝所骑的那匹马儿悲伤绝

食，昼夜狂奔不止，跑至一潭

边投潭而亡。这匹马投潭后变

成一条黑龙，腾空而去，人们

便把此潭称为“黑龙潭”。

“黑龙潭周围植被茂密，阳

光被高大树木遮挡，树影投射

在潭水里，故而显得潭水幽邃、

部分水面发黑。”王向阳谈到，

每年5月至 10月是景区旅游

旺季，近两年，随着景区道路等

配套服务设施的提升，短视频

持续推介，引得宝鸡、西安、咸

阳、成都等地游客接踵而来。黑

龙潭风景如画，成为摄影、户外

运动爱好者争相探访的秘境。

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

八组村民杨小平谈到，目前嘉

陵江源头景区内居住着 20 多

户约 100 名村民，山水游为乡

亲们增加了一定收入。旅游旺

季时，杨小平便在家门口卖蜂

蜜、松子、木耳等土特产。杨小

平说：“七八月的周末人最多，

最好时一天能卖 1000 元，平

常一天能卖 300 元左右。”

如今，村民和景区有共同

的心愿，那就是保护好山水资

源，以及周边生态环境。景区

美了，游客多了，乡亲们的农

特产品自然就卖得好了。

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嬉戏

争斗，时而悠然觅食，时而梳理

羽毛……寒冬时节，笔者在渭滨

区石鼓镇龙山河看到，数十只白

鹭在此繁衍生息，呈现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龙山河市区段主要流经

渭滨区石鼓镇，是渭河右岸一

级支流。从石鼓镇党家村往西

走，穿过一条林间小道，就会

看到一座木质步行桥，横跨渭

河支流龙山河。石鼓镇龙山河

村村民赵银科说，在生态修复

前，一到汛期，河水冲刷两岸

自然岸坎，水土流失严重，造

成下游河道淤积，龙山河宝光

路桥下的淤泥几乎与桥底持

平，区域生态平衡失调严重。

近年来，渭滨区深入贯彻

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从

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出发，对

龙山河、石坝河、瓦峪河开展了

全面的污染治理，龙山河河道

先后进行了堤防修复、河道清

理、清运淤泥等治理工程作业。

渭滨区河务工作站工作人员乌

海强介绍说，在对辖区河道的

治理及修复过程中，区上注重

将治理与农业、生态旅游业紧

密结合，建成了渭河龙山河口

段橡胶坝，市区呈现出湖湖相

连、湖园相间的生态景观。龙山

河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充分保护

和恢复，吸引了白鹭、灰鹭、野

鸭等在这里找到了新家园，使

得这条古老的河流焕发出新的

生机。同时，区上大力推广环保

理念，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教

育，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通过

各种渠道和方式，如携手清四

乱、保护母亲河社区志愿者活

动、网络宣传等，让环保理念深

入人心，让每个人都成为环境

保护的参与者与守护者。

“治理改造后，河边绿植

郁郁葱葱，水鸟嬉戏其间，河

面上的倒影如诗如画。周末，

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到河

边，欣赏龙山河的美景。”家住

石鼓镇龙山河附近的市民陈

芳说，随着龙山河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越来越多的水鸟选择

在这里栖息、过冬。

渭滨区龙山河

一水傍城绿两岸
毛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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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龙门洞森林公园

山美景美生活美
本报记者 巨侃

嘉陵江源头黑龙潭

风景如画迎游客
本报记者 张琼

①冬日的龙门洞银装素裹，玉树琼枝。
②陈仓区九龙山景区游人如织
③嘉陵江源头风景区黑龙潭幽静秀美（资
料照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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