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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满目皆清欢，唯有银杏不负秋。
延安的秋天，金色的银杏树总有一席之
地。从10月底开始，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
清凉山景区，跟随起舞的银杏叶，欣赏着穿
越千年的美景。

“咱们延安本地人，远远就能看到我们
景区大片大片的银杏，还有很多外地游客，
从我们的抖音号看到了推荐，也纷纷过来
打卡拍照。”讲解员周莹在清凉山景区工作
13年，今年的清凉山频频出圈，带来了一
波又一波的游客，让她既忙碌又开心。“就
从今年4月的‘清凉山桃花季’摄影大赛开
始，一张《佛眼望延州·抬眸越千年》的摄影
作品，把清凉山景区热热闹闹地送到了大
家的眼前。”

“穷”则思变

清凉山景区位于延安市中心，与宝塔
山、凤凰山形成三山鼎立之势，山上怪石嶙
峋、风景秀丽独特、历代文化名人题刻遍
布，主景区为万佛寺石窟群。清凉山石窟
的开凿，可以追溯到北朝晚期，在宋金时期
达到鼎盛，直至明清，前后延续一千多年，
这在全国也极为罕见。1937年1月至1958
年3月，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总社、新
华书店、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制币厂
等陆续设立在清凉山上，因此，清凉山也
被誉为新中国的新闻宝山、新中国出版
事业的发祥地，1956年 8月 6日清凉山
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6年 5月 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和独特的自然景观，但由于缺乏有
效的宣传推广，清凉山景区一直未能
引起游客的广泛关注。”谭琳是清凉
山景区的宣传专员，她告诉记者，之
前景区内的设施陈旧，服务水平有
限，游客的体验感并不理想。即
便有游客前来，也往往是因为对
石窟石刻艺术有浓厚兴趣。然
而，这些零星的游客并无法为
景区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也
无法推动其持续发展。

2024年 1月，王军成为
清凉山景区经理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景区 30多名工
作人员组织在一起，征求
大家意见，寻求景区发展
的突破口。“利用抖音快
手这些平台，咱们也拍
视频。”“咱们也要跟

着全市文旅一起走出去宣传。”“搞一些有
意思的活动，提高参与度。”……景区里年
轻人想法多，一人一句，各抒己见。听完大
家的想法，王军慢慢地有了一个宣传推广
的思路。

“我对清凉山有感情，我爷爷和爸爸都
曾在清凉山工作过，我想通过我的讲述，唤
起延安人的清凉山记忆，也让外地游客了
解，在延安还有这么一处有意思的地方。”
范博是清凉山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
也是延安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他的抖音个
人账号就有一万多粉丝。从年初开始，范
博在自己的个人账号“范范范范博”中，不
间断更新“清凉山的故事”，如今，100多集
的“清凉山”播放量已经累积近千万次。

范博的抖音引流是铺垫，真正的爆点应
该就是今年4月份举办的“清凉山桃花季摄
影大赛”。大赛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通
过他们的照片传播，清凉山的美迅速出圈，
经理王军说，这样的效果超乎他们的想象。

接住这波“流量”

几乎一夜之间，清凉山景区从一个没
有什么存在感的“小透明”，变成了大家关
注的热点。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王军在
第一时间组织大家商讨方案，“想方设法增
加景区的浏览价值，挖掘景区的历史文化
背景，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要让大家觉得

‘到此一游，值回票价’。”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

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也让我们的
工作有了思路，我们就是要在中华传统文
化上做文章。”谭琳说，不论清凉山的石窟
还是石刻，都是古人智慧的体现，游客们来
到这里，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他们要
做的就是抓住传统文化这个点，增加服务
项目，提升游客体验。

今年以来，桃花季摄影大赛、范仲淹文化
推广、背古诗免门票、小小讲解员开班仪式、
华夏汉服再普盛世、千年历史与中华武术文
旅融合等一系列文化推广活动的开展，保持
了清凉山的热度不减。远有新疆学子前来研
学，东北地区百家媒体考察调研，近有延安当
地小学实践互动，昔日清冷的清凉山，因为这
熙熙攘攘的游客，也变得分外有活力。

“中秋节时，一位外地游客对清凉山的千
年石窟艺术感到非常的震撼，对景区的中秋
投壶游戏也是赞不绝口，他说现在很多人都
不了解类似投壶这样的古代礼仪活动，让人
们在互动的同时也能了解到历史文化，很有
意义。”王军表示，游客们的认可，让他们对景
区的发展更有信心，工作也更有动力。

“我们必须要学习提升，要把清凉山的
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景区内，
周莹、张洁、石花花，一共 3名讲解员。面

对越来越多的游客，她们主动给自己上“难
度”，利用闲暇时间，不断充实讲解词，从历
史文化，红色故事，让游客跟随他们的讲
解，真正看懂清凉山。

王军说：“以前的售票室和检票室隔了
一段距离，途中经过三个景点，游客们表示
这个过程非常繁琐，现在我们在门口设置
了检票闸机，方便了售票检票的过程。由
于清凉山景点很多，有些游客不清楚游览
路线，提出走了‘冤枉路’的问题，我们重新
规整了导览路线，在门口贴了大幅的导览
图，避免游客走错。”随着游客的增多，也暴
露出景区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问题，针对
游客的意见建议，景区第一时间整改，确保
带给游客们更好的体验。

“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我们经理送了我《延安石窟》这本书，
我已经走遍书中的各个石窟，通过互相学
习研究，为我们景区的发展找寻思路。”谭
琳拿起她现在一直随身带着的《延安石
窟》，向记者讲述了她在走访延安境内各个
石窟的见闻，“值得保护，值得挖掘”。

“今年，敦煌研究院为我们景区赠送了
LED大屏，通过播放景区宣传视频，游客可
以在景区门口购票前，提前了解我们景区
的特色。市文旅局也从政策等方面给予我
们很多支持和帮助。”王军介绍，大家对清
凉山的关注，就是对清凉山的信心。后期，
他们要深入挖掘景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要
向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学习，争取再给延安
增添一个有影响力的景点。

王军说，景区今年的发展，也让年轻人
心里更有干劲，很多后期发展的点子，都是
景区里的年轻人提出来的。

“现在出去旅游，我自己给自己带上任
务，看别家怎么做，学人家的长处，我们清
凉山有宝，就是需要好好打磨宣传。”谭琳
从广仁寺回来，就开始和王军讨论开发文
创产品的问题，“我们的水月观音要是做成
文创产品，应该还是很吸引人的。”谭琳认
为，好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给景区增加经
济效益，它本身也会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根据这半年多的总结，我们认为，大
中小学生的研学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重
点，好好打磨。”王军说，景区的优势在于既
有历史文化内涵，又有红色革命印记，学生
们在这里，可以“一个景点，两份收获”。

“我们接下来准备走出去，争取和全国
范围内的新华书店、印刷厂、报社、电视台
等单位取得联系，请他们来我们清凉山的
红色旧址寻根溯源，增加游客数量的同时，
也给延安带来更多关注和机会。”谭琳说，
除了继续在社交媒体、旅游平台这类面向
全国的宣传平台继续发力以外，他们还将
更精准地寻找目标团体，让火起来的清凉
山继续火下去。

本报讯（记者 李欢）“有了这个公园真是好，我
们老年人每天都可以在这聊聊天，锻炼身体，大家的心
情更好了。”11月 5日，在宝塔区七里铺大街二庄科沟
口，几个大妈聚在一起谈起新建好的七里铺公园，连连
称赞。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公园
的一侧铺设了彩色的橡胶步道，设置了很多座椅，并安
装了各类健身器材，不远处有乒乓球、篮球、网球等场
地，还设有公共卫生间。市民群众有的在锻炼身体，有
的带着孩子在打球，有的在一起唱歌跳舞，俨然是一个
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附近小区的居民王建国正和朋友一起在打乒乓
球，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打球，之前要跑到延安市体
育场去，很不方便，现在出门不远处就是这么多的乒乓
球台，可以随便打。有时，他还会带着孙子前来，在健
身器材上锻炼。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在公园里，一
阵清脆的歌声传来，几位老人聚在一起，正在练习合
唱。今年 65岁的王女士说，这里以前是一块空地，自
从公园建起来后，她和老年朋友们一有时间就聚在这
里唱歌，这里环境优美，空间又大，还有可以休息的座
椅，让人感觉很舒心。

据了解，七里铺公园项目是我市2023年海绵城市
建设示范市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位于七里铺大街二庄
科沟口区域，由市城改办负责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公园
广场绿地、河堤加固、人行天桥等。该项目于今年3月
15日开工建设，公园用地 35亩，目前已完成公园建设
和河堤加固，公园旁边的人行天桥正在建设中，计划
12月底完成全部建设。

该项目的建设，辐射周边延安火车站、汽车南站、
市人民医院、宝塔区第三中学以及周边小区等区域，可
为近5万名群众提供一个集运动、休闲、健身于一体的
现代化城市综合性运动公园，能够很好地为城区提能
级、镇区提功能、城市提品味、生活提品质。

本报讯（记者 刘婧 通讯员 李文文）近日，记者
走进子长市内一间改造一新的公厕，只见墙上的镜子
干净明亮，洗手台一尘不染，空气中还弥漫着阵阵清新
的芳香，公厕管理员正拿着抹布，对公厕内的边边角角
进行仔细擦拭。原先厕所脏、破、旧的印象不复存在，
一眼望去简洁干净、舒适清爽，全新的“方便”之门已然
为群众打开。

子长市今年重点对 3座公厕进行了提升改造，包
括齐家湾铁路桥下公厕、薯业公厕和黄家山公厕，现已
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主要针对公厕设施配
置、无障碍设施缺少、通风照明等问题，升级无障碍设
施，改善内部设施布局，增设了第三卫生间，包含成人
坐便器、儿童坐便器、儿童洗手池、婴幼儿临时座椅、婴
幼儿护理台等设施，全方位打造适老适幼人性化暖心
服务。改造后的公厕自投入使用以来，受到了市民的
广泛好评。

市民拓翠琴说：“咱们这个公厕现在完全不一样
了，远看近看都不像厕所，不仅外观美观大方，而且内
部也非常干净整洁，改造提升后的公厕非常好。”

好的如厕环境，硬件设施固然重要，但是更离不开
优质、贴心的管理与服务。子长市环境卫生管理站积
极推进公厕精细化管理，实行专人专职清扫保洁，做好
公厕保洁、消杀、设施维护等日常工作，确保公厕整洁
有序。

“现在市民的素质很高，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不
会乱扔乱吐，对公厕里面的设施都比较爱护，我们打扫
起来也非常方便。”公厕管理员吴爱梅说，以后她将对
照改造后的作业标准做好公厕的日常保洁及管理，让
便民服务举措落到实处，努力为市民提供良好、舒适、
安全、便捷的如厕环境。

秋末冬初的延安大地，天高云淡，层
林尽染，如诗如画。

站在秦晋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
旁，听尽千里黄河一壶收的豪迈涛声；
走进甘泉大峡谷，看遍阳光洒下的如梦
如幻的斑驳光影；抑或者和家人漫步于
鲁艺生态公园，享受闲适惬意的美好时
光……

“这两天天气晴好，空气也新鲜，趁
着周末和家人上山看看风景，也适当放
松一下。”11月 2日，在宝塔区万花山附
近，市民刘丽正和家人一起徒步。在她
看来，秋末冬初的延安格外美丽，也更适
合全家人一起出游。“既可以欣赏风景，
也能够锻炼身体，大家身心都很愉悦。”
刘丽告诉记者。

在距离万花山不远的甘泉大峡谷，正
迎接着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甘泉大峡谷被誉为中国版“羚羊大
峡谷”，属于红砂岩地质，历经风沙切割
和流水溶蚀、冲刷而成，是典型的地埋式
峡谷，享有“黄土高原自然地缝奇观”之
美称。独特的景观也吸引着游人纷至沓
来，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这里接待游客
达到了6.9万余人次。

步入峡谷深处，各类色彩与光影交
织在一起，令人流连忘返。周琦是一名
来自西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这已经是
他第3次来到甘泉大峡谷。“太美了，每个
季节来都有不一样的美。现在的大峡

谷，光影色彩饱满，景色宜人，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真让人折服。”周琦连连感叹。

近期天气晴朗，加之水量充沛，黄河
壶口瀑布飞瀑奔涌，彩虹飞架，蔚为壮
观。瀑布两岸，游人如织，大家纷纷举起

手机、相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远看两岸
山色苍翠，近看瀑布与彩虹齐飞，没想到
这个季节的景色如此雄浑壮观，令人心潮
澎湃。”来自湖北的游客张先生说道。

除了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延安的红
色研学也十分火热。“咚！咚咚！咚咚
咚……”近日，在金延安景区，来自西安
的千余名学子正在钟鼓楼广场练习安塞
腰鼓。在延期间，学子们观看红色演艺、
参观红色家风馆、体验非遗魅力、感受传
统文化，他们直言这趟特别的红色之旅
收获满满。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短途出游不仅
可以赏景，也是一种休闲锻炼的新方式。

趁着假期，约三五好友或和家人一
起徒步、骑行、露营，人们的出游玩法更
加多样化。每到周末，城区内各大公园
内人潮涌动，很是热闹。“周末带孩子来
鲁艺生态公园采风画画，孩子玩得高兴，
大人也可以休闲锻炼，真的是带娃赏景
两不误。”市民杨女士笑着说。

山峦连绵起伏，层林五彩斑斓，眼下
的黄土高原美不胜收。依托大自然神奇
的“配色”，赏景出游备受青睐，也拉动着
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本报讯（记者 谷嫦瑜 通讯员 李昊鸽）近日，甘
泉县举办了2024年第4期农民画培训班。培训班老师
由陕西省文化馆研究管员陈山桥担任，课程内容设置
丰富多样，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农民画创
作的思路与色彩布局为主要内容，详细讲解了农民画
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绘画技巧等。

通过培训，学员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农民画的基
本要领，创作出具有陕北地域特色、鲜明独特风格的作
品，增强农民画爱好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感。

“陈老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让我们把日
常生活中的场景画出来。”农民画培训班学员鲁桂兰
说，把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通过农民画的形式表现出
来，很有成就感。

“每一期都跟随陈老师学习，这一期在颜色的搭配
上和构图的协调上，我感觉自己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郭春梅已经参加了几次农民画培训，她感觉每次都有
新收获。

一幅幅色彩鲜艳、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有描绘
农作物的、有展现农民劳动场景的，还有反映农村民俗
文化的，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学员们的独特创意和情
感表达，展现了学员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赞美。

“甘泉农民画以剪纸和刺绣色彩为基础的，越来越
多的群众参与进来，通过作品展示新生活、新时代，很
吸引人。”陈山桥对学员的表现很是赞赏，同时希望农
民画能够得到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喜爱。

空地变公园 群众乐开怀

公厕小改造 服务大民生

培训添技能 巧手绘幸福

““为延安再为延安再添一个有影响力的景添一个有影响力的景点点””
——清凉山景区从默默无闻到游客如织的蜕变之路清凉山景区从默默无闻到游客如织的蜕变之路

记者记者 谷嫦瑜谷嫦瑜

风景美如画 出游正当时
记者 贺秋平

观观 察察
记
者

● 景色宜人的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出游好去处 谢耿华 摄

景区内的银杏树景区内的银杏树

““水月观音水月观音””石窟雕像石窟雕像

历代文化名人题刻一角历代文化名人题刻一角

景区内游人如织景区内游人如织

景区外景景区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