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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引领  描绘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宝鸡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综述
■ 文/ 张晓燕  仲建伟

“诗与远方”，其实并不遥远。

山乡村庄中，有我们熟悉而难忘的

乡愁；远山绿水里，有忘我耕耘的

父辈和希望的种子。给美丽乡村植

入文化基因，那份美好会令人魂牵

梦绕！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要抓住乡村旅游兴起

的时机，把资源变资产，实践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

示精神，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因地制宜、挖掘底蕴、整合资源、

打造特色”的发展思路，精心筹

划，科学布局，扎实推进，培育了

一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旅

游目的地，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

内涵、有品位的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吸引了更多游客选择宝鸡、体

验宝鸡、爱上宝鸡。

做好顶层设计  谋篇布局强引领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用青山

绿水、景美人和讲好美丽乡村故事，

吸引远近游客，带动乡村振兴，在希

望的田野上绘就幸福美好的锦绣画

卷，这是我市近年来有关文化旅游蓬

勃发展的理念之一。

高位布局。发展乡村旅游，

是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和

建设区域文化中心、旅游休闲度

假中心、第二批国家消费试点城

市的重要内容，我市在谋划编制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时，坚持围绕

自然风光、特色民俗、红色记忆等

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坚持将乡村旅

游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头戏”

谋篇布局，让游客感悟到乡音、记

得住乡愁。

生态优先。严格按照《秦岭生

态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按照“科学

规划、合理设计、总体布局”要求，

指导乡村景区景点做好规划和开

发利用，明确最大承载量，严禁在

核心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发展乡

村旅游、开办农家乐和民宿，初步

形成了与我市生态环境相协调的

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政策引领。编制了《宝鸡市乡

村旅游发展规划》，印发了《加快乡

村旅游发展的实施办法》，制定了

《宝鸡市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行

动方案（2021－2023）》，出台了《宝

鸡市秦岭生态保护区农家乐管理

办法》，多措并举、多规合力，为推

动全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强化

了政策保障。

突出文化铸魂  乡村振兴增内力
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怡

人的美景、便利的交通……我市各

县区的乡村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

相比较而言，哪里的文化味儿越

浓，哪里就越能吸引八方游客。

持续推进文化铸魂工程，充分

发挥文化在美丽乡村、文明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

动力持续增强。

宣传强心。利用农村文化墙、

文化广场、农村应急广播等宣传阵

地，广泛宣传国家乡村振兴相关政

策。发挥市电台、电视台主流媒体

优势，开设《乡村行》《乡村振兴在

路上》等多个专题专栏，采编播发

乡村振兴稿件 600 余篇，制作专题

节目 30 余期，嘉宾访谈 20 余期，

录制、编播公益片花累计 6000 余

次，乡村振兴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服务暖心。先后完成 116 个镇

（街道）综合性文化站、1323 个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改造任务，为全市 148 个移民搬迁

点配齐文化器材，建设农村文化广

场 1000 余个，文化服务均等化的

触角不断延伸，成为农村群众文化

生活的“幸福支点”。

活动润心。加强农村题材精

品创作，《梁生宝买种记》等精品

剧目受到文旅部和省政府表彰。

开展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常态化

演出活动近 1000 场次，培育发展

基层群众性文艺队伍 1200 余支，

开展线上线下群众性文化活动

1230 余场，惠及群众 1250 余万人

次，农民群众振兴乡村信心更加

坚定。

开展项目建设  产业强基添后劲
山水田园、农耕劳作、居民餐

饮、民俗风情、四季花海都可以打

造成极具吸引力的乡村文化旅游

产品。近年来，我市坚持“规划、建

设、融资、运营”一体推进，始终把

乡村旅游项目建设作为第一抓手，

持续增强乡村旅游发展动能，全

市乡村旅游呈现出规模壮大、产

品多元、品牌响亮、蓬勃发展的良

好局面。

抓项目强基础。在建成运营西

府老街、水城·三国小镇、六营民

俗村等 36 个乡村旅游项目的基础

上，今年，全市又谋划实施了陇县

田园综合体、石榴山乡村旅游综合

开发、七星河素心塬等乡村旅游项

目 13 个，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

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抓品牌强吸引。今年，陈仓区

香泉镇孙家村长孙皇后故里景区

被评定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成

为全市首个以乡村旅游为核心吸

引物的国家A 级景区。金台区周家

庄村成功创建为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截至目前，全市共打造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4 个、省级旅游特

色名镇 24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21

个，推出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0 余

条，吸引了山西、河南、四川等周边

省市游客来宝体验。

抓培训强服务。今年，围绕实

现乡村振兴，全市累计举办乡村旅

游人才、农村文化产业人才、非遗

传承等公益技能培训 2000 余场，

培训村民近 10000 人，打造玉池公

社、太白县王家堎镇等旅居营地近

20 家，治理规范农家乐 600 余户，

聚“旺”了乡村人气、带“活”了乡村

经济。

强化宣传推介  乡村旅游热市场
乡村振兴不是千篇一律的统

一规范，而是要走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的个性化、特色化发展路子。

我市围绕让乡村旅游“热”起来、民

俗文化“火”起来，以节庆活动为载

体，对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宣传推介，全力塑

造宝鸡乡村旅游新形象。

打造宣传矩阵。利用各类文化

旅游博览会、推介会等时机，广泛

发放《宝鸡旅游指南》《宝鸡自驾游

手册》等宣传资料，对宝鸡乡村民

俗体验游、乡村田园生态游、乡村

西府美食游、乡村农业观光游等乡

村旅游精品路线进行重点推介。联

合新浪、腾讯、二三里等媒体，集中

对西府老街、玉池公社、长孙皇后

故里等乡村旅游景点进行重点宣

传，关注量达 1000 余万人次，持续

擦“亮”乡村旅游品牌。

进行沉浸体验。开展“丰收喜

悦·农事体验”系列农耕、采摘体验

活动，让来自城市的“农业小能手”

采摘大自然的馈赠，收获丰收的喜

悦。组织“为家乡旅游代言”主题采

访活动，让小记者们走进岐山北郭

村、凤翔六营民俗村等乡村旅游景

点感受乡间美景、体验风俗人情。举

办“滑雪泡汤咥美食”太白山冬季旅

游体验营活动，让 30多位体验者赏

冬季太白山美景、泡千年古汤峪温

泉、享特色餐饮美食，持续做“热”乡

村旅游市场。

举办节庆活动。利用春节、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庆时机，举办香包节、

龙舟赛等传统文化活动近100场。结

合季节变化，策划“多彩赏花季·浪

漫游宝鸡”“踏春寻礼·相约岐山”“山

水田园·生态陇县”等主题活动10

余项。依托第十届文化旅游节，筹划

槐花蜂蜜节、生态民俗节等文化旅游

活动100余场，持续带“旺”乡村旅游

人气。

发挥“田园效应”  旅游富农结硕果
留住文脉，记住乡愁，激发文

化自信，凝聚家园情怀，使我市的

美丽乡村越来越有魅力。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乡村旅游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当作

农民致富的重要引擎，坚持旅游为

民，发挥旅游带动作用，乡村旅游

促进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交

出了合格答卷。

我市旅游扶贫“三力四转”和

“旅游+ 扶贫”模式备受关注，国务

院扶贫办《扶贫信息》、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国旅游报、陕西电视台

等中、省媒体持续对宝鸡旅游扶贫

经验进行深度报道，在全国引起极

大反响；“传承人+ 非遗工坊+ 农

户”的非遗产业合作模式，惠及农

户万余家，“西秦刺绣助力精准脱

贫行动”获评“全国非遗扶贫品牌

行动”。

春华秋实，不负耕耘。随着乡

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

乡村振兴成效逐渐显现：太白县咀

头镇七里川村建成鲁冰花客栈、鲁

冰花海产业园，种植花卉300多亩，

实现年旅游综合收入 300 万元；千

阳县张家塬镇双庙塬村围绕“花海

围园、果蔬飘香、多彩双庙”建设目

标，打造苹果主题公园、百亩月季

公园等特色项目，已成为“花海田

园摄影地”；渭滨区形成了石鼓现

代农业园、神农农耕体验区、高家

特色产业带、晁峪田园综合体四大

产业板块，培育出蒲公英、红玫瑰、

大樱桃等五大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精心打造出“秦岭渭水生态游”“丝

路寻根人文游”“红色记忆工业游”

等六条旅游线路，初步呈现出“田

园变公园、产品变商品、农家变商

家”的喜人景象。

不负韶华争朝夕，奋楫扬帆正

当时。全市文化旅游系统将持续聚

焦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用文化铸魂

“富脑袋”，用乡村旅游“富口袋”，

努力为全市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

文旅贡献！

夏天的太白县咀头镇白云村百合花海 （资料图）

金台区金河镇玉池公社秋景   （资料图）

眉县汤峪镇汤峪村夏日美景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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