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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陇 南南 ：：文文 旅旅 康康 养养 胜胜 地地
————写写在在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成成立立7755周周年年之之际际（（二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尚尚敏敏贤贤

陇南文旅蓬勃发展，它带来的不仅是触手可及的经济增长
硕果，更为陇南全域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产业基石。

近年来，陇南紧紧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将文旅康养
产业作为旅游与健康养生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打造成“新风
口”。

通观全域，精心谋划制定完成了《康养旅游业发展战略规
划》《乡村振兴文旅康养百亿产业集群实施方案》等的编制与
评审，修订发布了《陇南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
法》，为全市文旅工作明确方向、目标和措施更加明晰具体。

在时光的长河中，陇南文旅一路前行，为这片土地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

过去的花桥村，是出了名的“穷沟沟”“烂泥沟”。2014
年，康县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花桥村被列
为重点打造示范村。如今，花桥村已成为西北地区集乡村养生
养老、田园观光、休闲度假及农特产品加工、展示、销售等产
业链融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
“中国最美乡村”之一。

“村子美了，各项旅游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从全国各地
而来的游客也逐渐增加，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康县长坝镇
花桥村“花桥人家”农家客栈老板杨明霞得益于和美乡村建设
转化的“美丽经济”，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与此同时，陇南围绕着力构建“大景区+全域游”发展格
局，推动形成“两点、两带、两域、两环”的发展布局思路，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文旅融合发展，确保“一盘棋”规
划、“一体化”推进，全市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再
添新活力。

虽已入秋，但坐落于宕昌县官鹅沟大景区立界村的“三叠
湖”客栈“火热”依旧，房间爆满。

“这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游玩，
我们不光住得舒爽，吃得可口，也玩得开心。”来自成都的游
客李继华参加了老年康养团，已经在立界村预定了十天住宿。

在陇南，像这样发展文旅康养的生动实践俯拾皆是：武都
区姚寨镇民族村、礼县红河镇小高村、康县长坝镇山根村和成
县陈院镇梁楼村……一批批游客沉醉其中，乐而忘返。

在大胆探索中不断进步，在美好期待中不断前行。
从单一文化各自为战，到文化与旅游相互成就，文旅与康

养完美融合；从个别景区的“单打独斗”，到建成众多高品质
的康养基地，开发出大量高热度的旅游线路，实现与周边大旅
游景区的互联互通……“南北过渡带 康养陇之南”的名号越
来越响。

风正扬帆，自当轻舟如箭、山止川行；陇上江南，必定蜚
英腾茂、未来可期。

75年，是一个跨越历史的维度；
75年，是一段砥砺奋进的历程。
75年间的陇南，沧桑巨变。
翻开浩瀚的历史长卷，从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到大秦帝国的发祥，从诸葛亮“六出”北伐的刀光剑影到青泥岭蜀道难的千年感叹，从

两当兵变打响甘肃武装革命第一枪到在哈达铺作出到陕北去的伟大抉择……陇南古老而又年轻。
悠久的历史馈赠了陇南众多文化瑰宝，慷慨的自然赋予了无限美景……如何让这座镌刻着厚重文化印记的城市，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前

行中熠熠生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南以山水为本底、以生态为特色、以文化为灵魂、以康养为载体、以旅游为纽带，有效整合各类文旅资源，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旅游品质，拓展文旅市场主体，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唱响旅游融合发展“协奏曲”，擘画“陇上江南”“文
旅康养胜地”的新蓝图。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
者成。

曾经，陇南处处皆胜景，却隐于
大山鲜为人知。如今陇南胜景犹常
在，已“藏在深山众人知”。

这样的变化缘于陇南慎终如始，
久久为功的担当。

自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打造文
旅康养胜地，把陇南建设成为大九寨
旅游圈重要的游客集散地、西北知名
康养目的地、中国乡村旅游目的地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的奋斗目标，
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陇南，把一张张“规划图”变成了一
幅幅“实景图”：

——— 生态康养效应日益彰显。官
鹅沟大景区顺利圆梦5A，成为陇南市
首个、甘肃省第七个国家5A级旅游景
区；荣获“202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优秀城市”“2023年深呼吸生
态旅游魅力名县”“2023年中国天然
氧吧”等生态康养品牌称号，康县、
文县、两当县入选“2022健康中国康
养旅游百强县”。

——— 文旅康养产业集群基本形
成。今年1-8月份全市重点建设旅游项
目69个，总投资146.75亿元；礼县三
国文化产业园、武都万象街旅游休闲
街区即将开业运营；粗陶文化、高山
戏、秦早期文化、大熊猫等文创产品
市场火热；成功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镇5个，中国最美村镇22个，中国

传统村落28个，文旅康养品牌村14
个，先后建成美丽乡村2100多个；康
县长坝镇花桥村等12个村被命名为省
级“和美乡村”，数量居全省第一。
乡村旅游成为陇南文旅康养的靓丽
名片。

——— 产业推介营销不断拓展。
“甘肃·陇上江南·乡村休闲度假
游”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首
创甘川陕毗邻地区（九寨沟－武都）
文旅环线战略联盟，举办“携手川陕
甘 三日游三省”“5·19中国旅游
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和第十二届陇南
乞巧女儿节等活动，吸引游客相继而
来，络绎不绝。

——— 产业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储
备文旅招商引资项目130个，总投资
1200亿；今年已引进签约文旅康养产
业链项目共29个，签约资金共37.86
亿元。

……
众多实绩犹如片片拼图，在不懈

的努力与协作下，完美拼合成为一张
亮眼“成绩单”：仅2023年，陇南文
旅康养产业链产值已达61.6亿元，全
年全市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
比2019年分别增长67.68%、59.69%，
比 2 0 2 2年分别增长1 8 4 . 9 8 %、
190.09%。

每一个数字都见证了陇南旅游事
业从弱到强的拔节生长，陇南也逐渐
成为很多游客心中别具一格、值得一
游的“诗和远方”。

文旅产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更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

对陇南而言，发展文旅产业，优势
何在？

交通是旅游的重要支撑，良好的交
通条件可以让游客更加轻松地抵达旅游
目的地，开启愉快的旅程。

过去的陇南，境内无高速、无铁
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等级低、通行能
力差，境内高山峻岭与深陷河谷错落相
接，层层叠叠的山岭犹如屏障，将这里
与外界隔绝开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南把加快交通
运输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推动全市
交通运输率先发展，全市交通面貌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 “铁公机”交通运输
网络已成规模，南下川渝、东进陕西、
北上兰州、西连九寨的立体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已经形成。

绿色生态和多元文化是陇南文旅产
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和最强竞争力。

走进礼县大堡子山，耳畔是诸葛亮
“六出祁山”的马蹄声声；漫步宕昌官
鹅沟，身旁是古朴神秘的藏羌风情。官
鹅沟灿烂澄明、鸡峰山莽莽苍苍、天池
烟波茫茫、万象洞幽邃迷离……目前全
市共有50家国家A级旅游景区，其中5A
级景区1家、4A级景区19家。

还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
单位等都是旅游好去处。

不止如此，文旅产业的长足发展，要
把游客“引得来”，更要“留得住”。

立足于此，陇南依托当地自然景
观、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科学合理的
规划布局，在全域范围内打造精品民
宿。截至目前，陇南有等级旅游民宿10
家，其中甲级旅游民宿2家，民宿数量
排全省第一，共有星级旅游饭店36家，
星级农家乐、星级农家客栈共148户，
更好地满足了游客“常驻”所需。

同时，全力强化旅游“硬设施”建
设，持续提升旅游“软服务”水平，主
动与国内知名旅游运营商携手合作，推
广本市旅游产品，推动市内旅游订房、
旅游票务、旅游购物等电子商务工作开
展。并且，通过科学合理配置资源、优
化线路等措施增加有效供给，打造了一
大批一年四季皆有看点、“卖点”的旅
游项目。

此外，还制定出台了《陇南市“引
游客入陇南”补贴实施办法》，开展陇
南旅游优惠大放送活动等，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的脚步迈向陇南。

如今，山水相融、自然和谐的生态
空间；渐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充满人情
味的服务……陇南以文化为笔，以旅游
为墨，以康养为彩，绘就出一幅绚丽多
彩的文旅画卷。

向阳而生

康养陇南“势不可挡”

得天独厚

文旅发展“可圈可点”

驰而不息

陇上江南“蹄疾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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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县县西西狭狭

武武都都万万象象洞洞

康康县县花花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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