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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2024，我们一起走过
2025年1月20日 星期一

满目胜景 繁花竞芳
——2024年黄陵县文旅工作回眸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元亚娜 彭媛

看，黄土簇拥下的桥山，满目葱茏。
倘若能穿越星河，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定会感慨5000年后，自己亲手栽种的手植柏依然苍劲有力，傲然向天；定会感慨岁月奔流，华夏儿女遍布全球，却心归一处，共祭一帝；定会

感慨时代更迭，13万守陵儿女以缓慢但坚实的脚步，铿锵前行。
文以旅传，旅以文兴。作为中华儿女寻根溯源的民族圣地，黄陵县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以文旅融合为笔，绘制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发展画卷。
回望2024年，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黄陵县文旅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辉煌成就。这一年，黄陵县不断深入挖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加快培育壮大文旅领域

新质生产力，不断优化文旅市场供给，聚焦活动引流，在规模和品质上都实现了新突破，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据了解，2024年黄陵县接待游客人数同比2023年增长28%。

“桥山巍然是仰，沮水潺湲流长。祈愿吾祖圣德，孚佑社稷安康。”
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轩辕广场庄严举行。海内外

中华儿女满怀虔诚，在缅怀先贤伟业中，追念人文初祖万古流长的浩德洪
恩，表达炎黄子孙对轩辕黄帝的无限景仰。

“公祭仪式不仅是全体中华儿女对国家文化根脉的认同典礼，也是展
现华夏文明的盛典。”澳门月刊记者李望说。

在“祭祀黄帝陵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黄帝文化学术论坛上，60
余名学者分别围绕黄帝与黄帝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华文明发展等3
个主题研讨交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据统计，全球华人有规模的“重返黄帝陵”寻根祭祖始于20世纪90年
代。至今，前来拜祭黄帝陵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已逾百万人次。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赋予了黄帝陵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
地位，黄帝陵彰显着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不可替代的历史源头和现实载体。2024年，黄陵县围绕守护好黄
帝陵文化遗存、构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支撑体系、做大做强文化旅游首位
产业，依托全域旅游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的政策
支持，全面提升黄陵文旅的“核心竞争力、对外吸引力、产业承载力、文化支
撑力”。

守护、传承和弘扬好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黄陵义不容辞的责
任。2024年，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共同打造“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主题教室”，是传承弘扬黄帝文化、铸牢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重要平台和创新举措。此外，黄陵还策划举
办了一系列黄帝陵相关的品牌文化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宣传黄
帝陵文化。

2024年春节假期，黄帝陵景区推出春节系列主题文化旅游惠民活动，
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5.21万人次，让游客在传统年味中体验寻根祭祖文
化；国庆假期，“轩辕风华祭”文化活动在黄帝陵景区盛大上演，游客通过集
体诵吟、祭拜等形式，去体验清明公祭的庄严和神圣；此外，黄陵县还推出
一批线上祭祖、实景演出、数字文创等新场景新产品，增强游客沉浸式、互
动式体验。

“亲历一场祭祀仪式，身临其境感受延续千年的祭祀，在千年古柏下
探寻根祖文化时才有更深刻的体会，感受到我们华夏五千年文明，作为中
华儿女一分子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西安游客张梓轩告诉记者。

同时，以黄帝陵文化园区建设为龙头，贯通县域内旅游景区景点，形
成“全域、全时、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要素
配套，尽快打通“堂、庙、陵、城”旅游环线，丰富旅游体验，补齐旅游短板，让
游客留得住、有消费。

“今年，我们将着重打造数字化文旅，即线上黄帝陵、线下黄帝陵，让
游客来此旅游时，可以真实体验到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如何开启中华文
明。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挖掘黄帝陵文化的核心价值，让文化IP真正为文
旅产业赋能。”黄陵文旅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砺锋说。

2024年，黄陵文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实施以“请进来”“走出
去”为主题的各类推介互动。通过举办文旅盛典、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
提升黄帝陵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全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香港陕西社团联合总会荣誉会长李宏说。

在香港回归 27周年之际，“寻根黄陵 陕耀香江”系列黄帝陵文化主
题展以及借助“机遇中国 打卡陕西——外籍专家陕西行主题活动”在黄
陵的首站活动，把生动的中华文明史书以及中华民族跨越历史的蓬勃生
机传播得更广更远。

此外，黄陵数字文创产业人才智库建设项目研讨会上，黄帝陵依托中
华文明精神标识，打造了数字文化旅游新业态；“黄陵县文化创意产业高
质量发展”合作研究项目开题推进会上，各个高校带来82个与黄帝文化、
黄陵建设相关的科研课题；借助黄陵县“文化和旅游宣传推介会”，黄陵县
与245家旅行社和省内高校签订合作协议、达成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的课程立足陕西优秀传统文化，将黄陵历史文化与民间艺术的
资源作为创作源泉，发挥学生的专业优势，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时尚视听
元素的数字作品，服务黄陵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西安工程大学影像动画
艺术系副主任王贻泽说。

同时，黄陵县积极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大力推进“旅游+”“+旅游”
融合，延长产业链条，发展寻根游、休闲游、研学游等新业态。

搭乘“露营经济”新业态的东风，黄陵县还创新推出“露营+乡村旅
游”“露营+亲子研学”等游玩模式，将露营与景区、生态、人文旅游资源紧
密结合，为县域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在刘家川村体验了古法熬水取麻油工艺，欣赏了剪纸、面花等黄
陵民俗，这样的社会实践对我的课程指导很有意义。”西安外事学院的学
生在结束了4天的研学活动后，表示收获颇丰。

桥山街道刘家川村是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文明村和全国森林
乡村。今年以来，刘家川村积极打造“千年桥山绿、文旅刘家川”文旅融合
品牌，已经成为黄陵县乡村旅游新去处。

“我们聚焦‘吃住游学购’场景体验提升，深挖乡村文化内涵，创新打
造了环山生态步道、桥山隐民宿等体验服务内容。通过举办夏日清凉聚、
状元会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8万余人。”桥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副书
记白典说道。

据统计，黄陵县2024年开展各类大型文旅活动40余场次，与多家旅
行社、高校签约，建立县、校合作实践基地，因地制宜开发研学课程、创建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先后为多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提供研学写生和社会
实践服务，打造黄陵文旅融合新品牌。2024年，已有高校师生近万人次
陆续来黄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龙乡大地，“旅游+”正以强大活力与文化、农业、体育融合发展，衍生
的新产品、新业态亮点纷呈。黄陵旅游已经突破了传统旅游业的范畴，多
元创新、融合发展，“旅游+”加出无限可能。

临近年关，黄陵县阿党镇北村的文化广场又热闹了起来。几十名年过半百的
村民们紧张地排练着传统老秧歌，打算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去周边乡镇的村子里
表演。

作为全省首家成立村级文联的北村，近年来坚持“文化兴村 旅游富民”发展战
略，使得传统文化蓬勃发展，文化传习蔚然成风，目前共走出了20多名市县两级非
遗传承人。

“村上的文化活动之所以搞得好，既有咱村民努力热爱的原因，还有县上文化
部门对村上的支持帮助。”阿党镇北村党支部书记杨世锋说。

在北村的示范引领下，全县105个行政村的文化活动都搞得丰富多彩。
黄陵县始终把“民之所乐”作为最大政绩，着力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持续提高群众

生活品质。2024年以来，全县开展文化下乡92场次、送戏进乡村演出68场、电影放映
1368场次；县文化馆举办223场次公益培训、服务19710人次、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达6560余人次；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4.6万余人次。同时，文艺精品也层出不穷。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群众创、群众演、群众
看、群众乐’，广泛开展各类艺术培训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大力推动群众文艺团队建
设，推出反映黄陵特色的文艺作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黄陵
县文化馆馆长裴洁说。

2024年，黄陵县还高标准完成陕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非遗传承保护任务。
阿党镇荣获陕西省非遗示范镇称号；轩辕酒、黑陶两个非遗工坊入选第四批省级非
遗工坊；常态化举办面花、剪纸等非遗公益培训，积极探索“非遗+”多业态融合发
展，“非遗+研学”“非遗+文艺惠民演出”“非遗+乡村振兴”等模式，有效推进了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贯彻‘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发展理念，推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更多人关注、了解、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黄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孟军说。

同时，黄陵县持续加大文物安全保护力度，推进《黄帝陵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加快推动魏长城遗址黄陵段保护修缮，全面开展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工作，启动实施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有效提升了文物保护力度。

“2024年，黄陵县依托全域旅游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创建
的政策支持，不断开创文旅惠民新局面、打造文旅产业新亮点、建设文旅融合新高
地。”黄陵县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刘金珠表示，新的一年，将聚焦游客体验
感，推动“堂庙陵城”文旅体验新环线，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聚焦群众幸福感，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水平；聚焦文物保护利用和非遗传承，以高质量
文旅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黄陵县将加快建设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整合提升现有基
层公共文化资源，着力破解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资源配置不均、供给融通渠道不畅等
问题，更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怀古寻根平生愿，风尘千里仰圣贤。在历史与潮流碰撞融合的今天，黄陵这颗黄
土高原上的文化明珠，正日益绽放出新的光彩，质朴热情的龙乡儿女以最大的诚意广
邀四海宾朋祭轩辕、研史学、尝梨果、品美景，领略四季黄陵。

这里是黄陵，不单是一个祭祖圣地，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是全
球华夏儿女所共有的黄陵。

1 守护传承 追思“根”与“魂”

2 创新融合 打造“旅游+”

3 以文塑旅 开启高质量

● 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现场

●“黄帝陵·轩辕风华祭”祭祀表演

● 黄帝陵全景

● 2024年陕西省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暨黄陵县“桥山凝翠 沮水欢歌”文艺演出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