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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风车建筑、草场风光、落日晚霞、花海……
在界头庙镇的16号风机下，风车小镇云晖咖
啡馆负责人李戈介绍道，风车小镇周围布置了
多个打卡点，每个角落都能很“出片”。

“这里卖的不是咖啡，而是风景和生
态。以美景作背景，手捧一杯咖啡成为大
家拍照的必选动作，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
前来打卡。”李戈笑着说。

在向绿而行的路上，黄龙县从未止
步。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黄龙县全力推
进“观光旅游”转型升级为“康养旅游”，不
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赏景，而更加

重视对身心的调节，从身体的旅行转向身
心的放松，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开启养眼、养生、养心的康养旅游。

一顶帐篷、一块天幕、一片草地、一桌
餐品……走进蔡家川森林康养基地，清风
宿负责人查佳妮正忙得脚不沾地，“现在进
入了旅游旺季，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没想到
咱们这小县城有一天也能成为人们向往的
地方。”基地内 20顶草地帐篷，在今年“五
一”和端午假期均被订购一空。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来到黄龙避暑露营，在空气

负氧离子含量可达到18000个/立方厘米的
森林中，夏日的燥热也变得清凉起来，游客
们白天欣赏美景，晚上仰望星空，感受黄龙

“天然氧吧”的魅力。
截至目前，靠着生态优势，黄

龙县成功打造了“印象圪崂”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碾子湾田
园民宿、暖山河畔露营基地等
一批乡村旅游项目，共发展了1个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1个省级旅游度
假区、3个省级旅游特色名镇、5个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

走进黄龙县白马滩镇神玉村，静谧秀
美、生机盎然。在“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一场“特殊”的室外课堂正在进行，20
多名“三秦小记者”在老师的示范下认真学
习着黄龙猎鼓，“咚咚锵锵”声中，现场一片
红火热闹。

“这些‘三秦小记者’分别来自宝鸡市、
咸阳市的 23名夏令营研学团，本次研学共
有4天，课程包括了摇蜂蜜、黄龙猎鼓、缝百
家被、蒸花馍、石头画……内容丰富多彩，很
受大家欢迎。”神玉村党支部书记薛增文介
绍道，“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立足本
地人文历史资源和地域特色优势，打造了一
条精品研学路线，是农文旅融合下新的探索
和实践。

据了解，“印象圪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位于印象圪崂国家 3A级旅游景区，依赖悠
久的历史和生态优势，开辟了黄龙县首个以

“劳动实践、生态科普、非遗传承、乡愁体验、
美育文化”为主题的实践基地，让学生们到
大千世界、草木深处研学游，探访印于书本、
课堂之外的鲜活故事，丰富生活经验。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在这次
研学中我也收获了很多，体验到了不一样的
风土人情，特别喜欢摇蜂蜜、漂流、猎鼓学习
这几个课程，感觉很有意思。”来自宝鸡市的
许子晨小朋友高兴地说。

今年上半年，白马滩镇累计接待游客
8.78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275万元。共接
待亲子研学团、康养度假团以及绿色培训等
32批次 3500余人次，游客大多来自县城周
边的韩城、合阳等城市。

好生态催生好产业。看着越来越多研
学团队的到来，当地村民也紧抓发展时机，
纷纷端起“生态碗”，积极改造自家庭院，经
营起民宿、农家乐。如今，神玉村大多数村

民的闲置房屋摇身一变特色民宿，还推出各
种沉浸式农作体验项目，吸引着源源不断的
游客、研学团队前来打卡。2023年，印象圪
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入选第三批陕西省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延安市第二批中
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路过“印象圪崂农家乐”时，主人江晓
明正在将一道道佳肴端到客人面前，山药
炖土鸡、凉拌野菜、清炒香菇……香气扑
鼻，“这几年乡镇旅游越搞越红火，我们的
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有时候一天就能收入
上千块。”江晓明笑着说道。

同样热火朝天忙发展的景象，也在石堡
镇梁家河村的黄龙渔业休闲小镇上演。走进
村口，一院院装扮典雅的民宿格外引人注目，
门口写着“乡窑艺坊”，一踏进门，便与古朴雅
致的布置和琳琅满目的作品“撞”了个满怀。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要这样处理，不然

容易剪坏……”6月 23日，乡
窑艺坊的剪纸师傅陈根正认真
教学剪纸。每个周末，这里都会开展
一场研学活动，游客和学生们就聚集在
一旁，聆听陈根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或参
与互动体验，跟着他一起学手艺，热闹非凡。

随着剪刀的一张一合、辗转移动，陈根手
上的纸张逐渐变得有形，转眼工夫，一幅栩栩
如生的剪纸作品就成型了，“剪纸系列活动不
仅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了这项传统技艺，还
开发了一系列剪纸文创产品，很受大家欢
迎。”陈根高兴地说。

“石堡镇依托乡窑民宿集群建设，大力
发展研学旅游产业，在黄龙渔业休闲小镇分
别开设了以现场参观、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研
学课程。今年上半年，已接待百人以上研学
团队15批次2000余人，游客5000余人。”石
堡镇副镇长陈剑说。

如今，到特色工艺坊中体验农事民俗，
在林间拥入大自然怀抱，已逐渐成为研学团
队和游客的选择。

近年来，黄龙县整合景区景点等旅游资
源，根据地域特色打造出多条乡村游、研学
游、自驾游精品线路，积极拓展科普研学市
场，创新开发更多沉浸式、交互式的体验项
目，打造研学旅行“热地”，进一步带动当地
百姓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活
力。

2 研学游带动“乡村热”

● 森林越野跑

● 学生们学打黄龙猎鼓

● 白马滩“印象圪崂”研学——摇蜜蜂

6月15日，一场盛大的垂钓比赛正在黄
龙渔业休闲小镇进行，上千名钓友齐聚于
此，只见鱼竿齐发，撒饵料、装浮漂、选好饵、
抛钩线，一气呵成，在水花与鱼线的轻扯中，
选手们的一招一式尽显垂钓技艺。

“这里的垂钓场地建设得很大，比赛恰
好都设置在周末，我来了好几次了，而且这
里生态特别好，每次来打比赛都会到县城周
边转转，身心很放松。”来自宁夏的选手张晓

栋说。
“我们以‘住’在黄龙为突破口，创新推

出‘周末游’‘节庆游’‘主题游’等常态化旅
游产品，还常态化开展‘印象黄龙·鼓韵’篝
火晚会、‘遇见黄龙·梨园荟萃’豫剧演唱、

‘梦萦黄龙·廊桥漫舞’、‘遇见凉山·梦境黄
龙”喷泉演艺等演出活动，吸引游客‘非来不
可、多住一晚’，努力构建多层次、多业态、多
样化的旅游市场格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任宪印说。
在森林中越野奔跑、环青山骑行、上千

人同池竞钓……以赛为媒、以节会友，近年
来，黄龙县将生态旅游与休闲体育、竞技体
育、赛事体育相融合，以多元、丰富的旅游文
体活动，让游乐体验更新鲜、更有趣。

然而，在四季分明、冬季寒冷荒芜的陕
北地区，如何打破“季节性”制约，延长旅游
旺季？

在大量实践探索后，黄龙县推出了“全季
旅游”的发展路径，围绕“春赏山花夏避暑，秋
观红叶冬玩雪”开展季节性文旅活动，补齐淡
季旅游短板，实现全域旅游、全季旅游。

如今，“跟着赛事去旅游”“跟着赛事去
康养”逐渐成为黄龙发展旅游新路径。

“去年，我们举办了 1场国家级体育赛
事活动、6场省市级赛事，18场县级赛事，参
与人数达 1.2万余人。今年预计举办 10场

大型赛事，目前已经举办了 5场，我们将继
续积极探索‘休闲体育+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产业招商’的发展模式，持续推动休闲体
育高质量发展。”县教科体局局长吴俊峰说。

以绿筑底，向绿而兴。如今，随着生态
旅游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品
味“慢城黄龙、康养之都”，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也端起“生态碗”，吃上“绿色饭”，走向致
富路。

3 小城办大赛“流量”变“留量”

1 康养度假正当时

山峦叠嶂、溪河交错、郁

郁葱葱……仲夏时节，驱车行

驶在黄龙县山水间，眼前仿佛

有一幅绿色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黄龙县持续在生

态上做文章，大力实施“生态

立县、产业富民、文旅带动、全

面振兴”发展战略，将生态文

化旅游作为首位产业，培育了

以康养度假为主线，科普研

学、休闲体育、绿色培训为支

撑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不断

强基础、强特色、强市场、强引

力，推动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

生态旅游生态旅游 不止风景不止风景
——黄龙县推动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黄龙县推动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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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车小镇

● 白马滩露营基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