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trrb_1b@vip.163.com 3专题2025年2月20日 星期四

飞越绝美梵净山，似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豪情壮志，跨过亚木沟、朱砂古镇，乌江水系，这
里山水风光浑然天成，山川壮美、河流纵横、温泉氤
氲、茶园绿涛，集自然之精华。

以国道 354为基础，“G354铜仁梵净山世界自然
遗产地风景道”将各类旅游资源有机衔接，“一步一
景”串联起沿途自然人文景观。

游客从灯火辉煌的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出发，
一路山水相伴。古村古桥、古树古井相得益彰，渔舟
唱晚、袅袅炊烟尽收眼底。依托G354线碧江至江口公
路段与梵净山马拉松赛道相互交织，让游客畅享“人
在景中跑，更似景中游”的体旅融合盛宴……让人流
连忘返的是，铜仁依托“文旅+”这一发展模式，能让人
在这“一步一景”中收获无限惊喜。

一年来，全市立足本土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优
势，大力推进文旅融合、体旅融合、康旅融合，围绕梵
净山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朱砂古镇创建4A级景区，
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文化旅游企业，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旅游产品，持续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让更多的人
知道铜仁、爱上铜仁、走进铜仁。

——以赛事为引擎，高规格举办两场“梵马”全国
赛事，高品质举办“奔跑吧·铜仁”迎新欢乐跑及行业
协会欢乐跑14场、“梵马”周末欢乐跑（夜跑）24季，带
动思南环乌江半程马拉松、石阡仙人街越野赛等路跑
赛事发展。据统计，仅冬季“梵马”参赛和观赛人数就
达 6.15万人次，赛事拉动消费8560余万元，带动消费
总额5.17亿元。

——助推铜仁城市篮球联赛、莞铜篮球联赛
（FBA）等全民健身赛事蓬勃发展，体育旅游成为铜仁
旅游新的增长点。

——江口县围绕梵净山森林康养民宿集群做文
章，将乡村民宿旅游与民族民俗文化相结合，打造“民
宿+”的个性化名片。通过构建民宿+乡愁故园、民
宿+传统美食、民宿+侗家文化、民宿+非遗文化等模
式，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

——石阡县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打
造“温泉+山地”旅游产业，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建设多
个温泉旅游综合体，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完善景区配
套旅游设施，以“温泉+”产业激活全县康养旅游融合
发展。据介绍，2024年石阡预计接待游客476.49万人
次，同比增长 20.99%；旅游收入预计达 47.62亿元，同
比增长 22.1%。以佛顶山温泉小镇、石阡古温泉景区
为主的两个温泉景区目前已接待游客 69.22万人次，
较上年同期增加15.67万人次。

——创建旅游品牌有力。获批“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1家、“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装备技术提升
优秀案例名单”1家、“贵州第三批酒旅融合景区”1
家、省级重点村镇12 个。依托全省“万企融合”大行
动，培育大数据与旅游业融合标杆项目3个。

——不断壮大市场主体。全年新增上规入统涉
旅市场主体共 22家（其中限上住宿7家、限上餐饮14
家、规上娱乐1家）。

——世界级景区培育建设有序。《梵净山世界级
旅游景区总体规划》通过市级相关会议研究审核并上
报省文旅厅并获通过。积极开展梵净山世界级旅游

景区培育申报。
……

“青山不语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的生态新
景，是铜仁文旅发展的一张金牌。

“锦绣山川满目春，金山银山日时新”的发展新
愿，是铜仁答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张时代答卷。

这一方山水，承载着铜仁的“诗与远方”，黔东儿
女欢迎您来，一起登梵净灵山、泡养生温泉、跑生态赛
道、尝特色美食、住醉美民宿、品古韵非遗、观盛世龙
灯、享快乐人生。

一易春秋，风华正茂；一载耕耘，硕果累累。
从梵净山的巍峨壮阔到锦江河的潺潺流水，从红色文

化的深厚底蕴到现代研学旅游的蓬勃兴起，从图书馆的氤
氲书香到文化集市的人间烟火……

刚刚过去的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我
市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优化文化服
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于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在文化传承
与旅游创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奏响了一曲高质量发展
的激昂旋律，让“诗”与“远方”在这片土地上完美交融。

回眸2024，铜仁市文体旅游业发展卓著，各行各业如
星辰璀璨，共同点亮铜仁市文体旅这片浩渺市场。

这一年，中南门之夜引爆网络，收获亿级流量；
这一年，梵净山马拉松吸引万人奔赴，掀起全民健身

热潮；
这一年，“黄小西，吃晚饭”成为贵州旅游的顶流，作

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铜仁梵净山，接待游客再创历史
新高，并跻身世界旅游名山之列；

这一年，《云在江口》入围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电
视剧《沸腾的群山》《春风化雨》在央视等平台播出，让人
们关注到了铜仁万山从资源枯竭迈向绿色崛起的故事和
铜仁的美食、美景和人文；

这一年，铜仁籍运动员伍洪良在巴黎残奥会上勇夺
亚军；

这一年，铜仁在各种新开辟的线路和丰富多彩的活
动里徜徉，不断刷新铜仁的文旅“榜单”……

群艺展演的演员们粉墨登场，非遗巡游赚足眼球，金
钱杆灵动挥舞、舞龙灯威风凛凛、花灯流光溢彩，一项项
非遗瑰宝接连亮相中南门，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领略非
遗的迷人风姿，仿若穿越时空，沉浸于铜仁历史文化的深
厚底蕴……

这是铜仁在中南门举行跨年活动，与此同时，跨年电
影、火龙游江、飞天凤凰等配套活动，光影交错、烟火升腾，
引得现场观众惊叹连连，欢呼不断。

一年来，全市持续推动“中南门之夜”“梵马”IP打造，
常态化开展周末非遗秀、非遗巡游、非遗展示、百姓大舞
台、露天电影等活动，采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的形式
持续扩大流量，让流量变留量、让留量变增量。

据悉，2024年，“中南门之夜”累计曝光量超过4亿次，
网络热度多次位列贵州省第一，推动中南门实现接待游客
973万人次，实现热度与效益双增长。

2024年 9月 26日，在黔西南州召开的 2024国际山地
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上，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发布并授牌了
首批14座“世界旅游名山”，梵净山名列其中，又拥有了一
张“金字招牌”。

梵净山有着很多世界级独特资源，是世界自然遗产

地、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佛教文化名山、天然氧吧等，具备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
的比较优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曾在推文里点赞
梵净山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

梵净山是铜仁最靓丽、最有标志性的 IP。与其自然景
观相映成趣的，是独特的人文环境。在这里，古老的寺庙、
佛塔、石碑讲述着悠久的历史故事。山脚下，居住着苗族、
侗族、土家族等各族人民，无不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梵净山下、太平河畔，映入眼帘的古朴民居，青瓦木
墙，错落有致，这就是有着“中国土家第一村”之称的江口
县太平镇云舍村。近年来，依托梵净山绿色旅游资源优
势，云舍村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景、享农家乐”
为特色，做强乡村旅游产业，让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全市着力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
“生态牌”，依托梵净山品牌，统筹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好
生态保护与适度旅游开发，发展绿色旅游，吸纳周边群众
1000余人到景区就业。据统计，目前梵净山旅游区内旅游
经营主体达1500家，旅游从业人员达3万人。

文旅繁花竞芬芳 山水如画醉游人
———铜仁市—铜仁市20242024年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述年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述

惊艳：在梵山净水间品人间烟火，寻诗和远方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巧丽 实习生 冉小雪

倾心：在历史与现代中深度体验传承和创新

黔东大地，千山涌绿，万物并茂，希望升腾。
这里历史文化璀璨文明，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浸润

融合，远古遗址、铜钲、牙璋，记录着幽幽古色之文明，
承载千年历史沧桑。

这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民风淳朴，德江傩戏、石
阡说春、思南花灯、松桃苗绣、玉屏箫笛、印江书法融历
史之沉淀，集民俗之神秘多元。

这里红色文化闪耀，孕育了周逸群、旷继勋等革命
先烈，黔东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前全国八大革命根
据地之一，让这片土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立足保护，放眼创新，才能让文化遗产更有生命
力，活得更生动，更有韵致；挖掘价值，合理利用，方可
让文化遗产融入生活，活得更有烟火气。

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借山水之灵气，念好“山字
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在历史与现代交融
中做好传承与创新。

——印江精心策划“梵净西游记·印江有好戏——
乡当好耍”文旅主题活动。该活动以“村戏”为媒，在县
城搭建群众舞台，将民俗乐器《八音迎春》、非遗花灯小
戏《拜年》、土家习俗开财门、歌舞小品《麦克孃孃》等节
目搬上舞台，通过乡镇牵头组队，深度挖掘乡村人才，
展现印江文旅魅力。

——玉屏侗族自治县凭借“中国箫笛之乡”的文化
品牌，精心策划了“箫笛文化节”，在“箫笛文化节”期
间，举办了箫笛制作技艺展示、箫笛音乐会以及箫笛文
化论坛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中国土家山歌艺术之
乡”为文化标识，深入挖掘土家山歌的文化精髓，塑造

了“山歌+旅游”的特色品牌。借助乌江山峡的壮丽景
色，举办“乌江山峡·土家歌会”等文化活动。

——德江县地处“黄金水道”乌江沿岸，从纤夫古
道到船工号子的千古绝唱；从先贤田秋摩崖石刻“黔中
砥柱”到枫香溪会议会址……多元文化在这里相融相
生，立足德江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德江文旅 IP形象。
德江县精心策划了“音乐时光网络直播”系列活动，以

“音乐时光大舞台”为媒，通过文化搭台、政府服务、群
众唱戏，展示德江人文风物，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让其成为真正的“百姓大舞台”，让“德江之音”
火爆出圈。

一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担负新使命。获批文物保
护项目 22个资金 2348.5万元、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免
费开放补助资金976.9万元、万山汞矿遗址安防项目经
费 350万元，全市17个备案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05.49
万人次，同比增长10.1%。编制铜仁川主宫修缮等项目
计划书12个，万山汞矿遗址云南梯加固项目已获国家
文物局立项批复。

非遗传承迈出新步伐。获批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46项52处、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0名。开展“非梵铜行·遗
路有礼”非遗文创大赛，收集150个类别1000余件优秀
非遗文创作品。

……
在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现代创意交相辉映，集

红色文化、科普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
于一体的文化大观园足以让你倾心无限。

忘返：在文旅融合中身心融入“一步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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