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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升级 优供给、重体验、暖服务

诗意行走 阅山河、品文化、观自我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专属答案。

旅行，是一场诗意的行走。有人钟情
“阅山河”，在山川湖海中领略自然之美；有
人热衷“品文化”，在不同风情中领悟人文
之美；有人期待“观自我”，在诗和远方中陶
冶心灵之美。

县域小众景区热度攀升，是今年端午
假期陕西文旅市场的显著特点之一。据携
程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以自然生态和历史

文化为特色的县域小众景区订单量增长超
80%，19-34岁年轻群体占比超 60%。西安
临潼、宝鸡陇县、咸阳礼泉、汉中留坝、商洛
商南等地深受游客青睐。

“人少景美，留坝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休
闲度假、放空自己的地方，等秋天再过来看
看不同的风景。”端午假期，西安市民娄楠
一家选择自驾到留坝游玩，收获了超出预
期的体验。“既领略了陕南自然风光，又体
验了当地端午习俗，还避开了热门路线的

拥堵，舒适又解压。”娄楠说。
此外，“端午”文博热同样圈粉无数。省

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陕西文博场
馆人潮涌动，181.59万人次共享“端午”文博
热，在博物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太震撼了！一方方碑石就像一本厚
重的大书。”端午假期，游客张全带着女儿
来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这里，历史不
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触手可
及，很有教育意义。”张全说。

6月 3日，雨后清晨的薄雾还萦绕着汉
中市南郑区青树镇绿意盎然的层层茶山。
一大早，家在 244 国道旁边欢喜岭村的茶
农罗家平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茶山上，不
时用指尖摩挲刚摘的嫩芽，眼角的皱纹里
都满是笑意。

“过去茶商嫌山路颠簸不愿来，而且一
颠茶叶就碎了导致品相不好，人家一看摆摆
手转头就走。现在公路大修后，道路平整美
观，车队不光来了，还能直接开到茶园门口，
今年我家的春茶销量直接翻了一番。”罗家
平开心地说。

据介绍，244国道是连接汉中至四川南
江的重要通道，也是串联南郑区红庙镇、青
树镇、喜神坝镇三地的交通动脉。今年初，
汉中市公路局投资 4899万元，对 244国道南
郑红庙至四川台子上（陕川界）27.601公里
路面进行大中修改造，路况水平得到大幅度
提升。对当地实现“公路+旅游+经济+文
化”融合发展，助推沿线乡村振兴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也是当地群众的一条生命线和

振兴线。
“当下是各种山货出山的黄金期。借助

244国道优良的路况，月承运量增加了 40%，
车队规模从成立初期的 2台增至 7台冷链专
车，带动 12名本地司机就业。”主营农产品冷
链运输及设备租赁的个体工商户陈志汉说。

现在，喜神坝镇的香菇、青树镇的高山蔬
菜……通过冷链专车 10小时直达川渝市场，
运输损耗率从 15%降至 5%。更让当地的腊
肉、竹笋等地理标志产品实现“夕发朝至”。
这条承担汉中 60%农副产品外运的通道，已
真正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的“黄金走廊”。

际华三五〇三服装智造基地的车间内，
8 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日产能突破
3000件成衣。“公路改造前，原材料运输时常
因山路颠簸而延迟，如今采购周期缩短
30%，生产线再没‘等米下锅’的烦恼。”企业
管理员指着新出库的订单感慨道。这得益
于 244国道路况水平的提升，比过去原材料
运输时效提升 40%，产品外运成本降低 15%，

“过去客户担心物流时效，不敢签大单。现

在通过 244国道可直通成都，上午发货下午
抵达，今年企业的订单量激增 50%。”仓库管
理员拍着刚装车的货箱笑着说。

在和煦的阳光下，新铺就的柏油路面犹
如墨色缎带般蜿蜒，全域旅游的风潮在 244
国道悄然兴起。沿线 28家生态农庄节假日
单日接待量峰值达 1200人次，农家乐接待量
同比增加 40%。仅“五一”假期，南郑“巴山
魂”红色文化公路主题公园单日接待游客超
2000人次。

此外，244国道还是 5A级景区光雾山和
龙头山风景区的重要旅游通道，汉中市公路
局运用立体化提升工程，以“三季有花、四季
常绿”的景观廊道让公路线焕发生机。道路
两侧 3.6公里紫薇花带与太阳能智慧路灯交
相辉映，通过联动推进路产确权与生态修
复，拆除违建 23处，规范平交道口 18个，打
造出“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流动风景
线。从山间颠簸路到经济腾飞道，244国道
用 9米宽的坦途印证：路通，则百业兴；物流
畅，则经济活。

在秦岭南麓的商洛市商州区，一座座城
市公园正成为文化惠民的生动载体。晨曦中
古筝与山风共鸣，暮色里花鼓戏声漫过丹江，
这些浸润着烟火气的公园常态化文艺演出，
不仅是城市文化的“呼吸韵律”，更是新时代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鲜活样本。

商州通过将文化服务与城市空间有机融
合，构建出“山水为幕，草木为台”的沉浸式场
域，让参与成为温暖的注脚。这些散落城市
角落的艺术星火，既提升了公园设施利用率，

又培育了市民的文化认同感——数据显示，
活动开展后中心城区夜间人流量增长40%，
商户营收平均提升25%，实现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赢。

这种创新实践契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战略导向，公园演出的意义远超文
化本身，更折射出城市治理的深层逻辑。用

“毛细血管”式的文化渗透，让艺术从殿堂走
向市井，让市民从观众变为“主角”——退休
教师在石凳上刻下“听戏处”，建筑工人用竹
笛与塔吊轰鸣合奏，这样的场景诠释着文化
惠民的真谛：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向的
情感共鸣。

商州区的探索表明，文化惠民既要“大水

漫灌”更要“精准滴灌”。在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语境下，商州的实践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
了三重启示：其一，文化惠民要打破“供给
侧”思维，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其
二，文化创新需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
关系，避免陷入技术主义陷阱；其三，文化发
展应融入城市治理全局，实现“以文塑城、以
文兴业”。

商州的公园常态化文艺演出，是城市发
展中温暖而动人的存在，更启示我们：真正的
城市文化，不在政绩报表的数字里，而在每个
普通人伸手可触的文明温度中。这或许就是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呼吸韵律，也是新时代文
化建设应有的价值取向。

让公园演出成为城市文化的“毛细血管”
张馨月

本报讯（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海英）6月4日，陕
西省总工会离退休处在陕西工运学院举办“快乐运
动 健康同行”文体活动。

活动当日，40余位退休人员通过精准投壶、欢
乐垂钓、活力滚动、幸运射箭、缤纷套圈、彩球投掷六

个项目同台竞技，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乐趣，感受工会
组织的温暖关怀。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丰富老同志
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加强交流互动。
省总工会离退休处将打造更多贴近需求、寓教于乐
的特色活动，切实提升老同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省总工会离退休处举办文体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郝佳伟）6月5日，记者从
西安公交集团获悉，高考期间，持“高考准考证”的
考生及陪同人员（每位考生最多两位陪同人员）可
免费乘坐西安公交集团、西高公司所辖线路的常规
公交车辆。

为减少考生候车时间，西安公交集团将在开考
前加密途经高考考点的线路运力。尤其在 6 月 7

日-8 日 7：00-9：00、13：30-15：00，以及 6 月 9 日
7：00-8：30、13：00-14：30等关键时段，各营运公
司会灵活调度，缩短发车间隔，全力保障考生能
够快速、准时抵达考场。

高考期间，途经考点的公交车辆将关闭语音报
站器“外音”播报功能，并严格禁鸣喇叭，为考生营
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高考期间考生可免费乘坐西安公交

漫步在安康汉江边，看龙舟健儿驭浪前
行，桡手振臂划桨劈开碧波千重；登临西安城墙，

看暮色漫过千年古城，霓虹映亮古今交织的繁华盛景；
来到延安宜川，看黄河壶口瀑布飞流直下，壶口斗鼓、陕北民

歌的激昂旋律响彻云霄……
今年端午假期，陕西推出 50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用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非遗展演和创意体验活动，点缀市民游
客的假期生活，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曾经，因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需求，公共自行车应
运而生。如今，随着各品牌共享单
车陆续进入市场并不断更新完善，
曾风光一时的公共自行车似乎陷入
了少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最近，安徽、山东、黑龙江的部
分城市宣布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
西安公共自行车目前状况如何？未
来该“骑”向何方？

街头难觅“小橙车”骑行者身影

2013年，西安首批公共自行车
正式投入市场，刷长安通卡就能用
车，这批亮眼的“小橙车”迅速成为
街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如今，相
对于随处可见的各色共享单车，西
安街头似乎已经难觅“小橙车”骑行
者的身影。

6月4日10时许，在龙首北路附
近的一处公共自行车停放点，20多
个车位的停放点停放了 3辆公共自
行车。尽管空闲的锁止器都可以正
常使用，但笔者在此观察了近 30分
钟，并没有市民前来取车或还车。

在龙首原地铁站A口西侧，这
里的公共自行车停放点停放的公
共自行车并不多，许多车位已经被
共享单车、电动车占据。由于此处
人流量较大，即使已经过了早高
峰，共享单车和市民的电动车、自
行车等依旧停放了整整两排，公共
自行车停放点则被“围困”在靠近
护栏的最内侧，想要取车并不容
易。近 30分钟时间里，公共自行车
丝毫未动，旁边的共享单车则不断
被市民扫码骑走。

此外，笔者先后经过环城南路、
建工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附近
的几处公共自行车停放点，车辆的
使用情况也基本相同，有大量车位
空着，有些车位上还停着电动车。

文景路附近一处公共自行车停
放点旁边的商户黄先生表示，这些空闲的车位并非
有人骑走了车辆，而是已经很久没有车辆停放了。
停放在此处的公共自行车，有些长期无人取用，偶
尔会有一些市民前来还车，不过停放点上的车位一
直没有停满过。

“小橙车”有自己的专属用户

刷卡取车、定点停放等特点虽然让公共自行车
便于管理和维护，但相比共享单车扫码骑行、推车
即走、还车相对便捷等优势，公共自行车的用户体
验则显得“不便”。对此，西安公共自行车在2018年
进行了升级改造，推出了公共自行车手机APP，实
现了全国首例“物理桩”和“电子桩”的融合使用，市

民刷卡、扫码均可骑用公共自行
车。不过笔者走访发现，大多数公
共自行车的使用者还是选择“靠桩
还车”。

“刷了这么长时间卡已经习惯
了，再说智能手机咱也用得不熟
练。”市民李先生说，以前早晚高峰
期，小区门前的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经常不是车位全空、无车可用，就是
车位全满、无处还车。如今骑共享
单车的人多了，少了跟自己“抢”车
用的人，反而感觉更方便。

市民张女士一直使用公共自行
车，主要是去菜市场买菜。“小区楼
下不到 200米就是停放点，对我来
说，定点还车也没多走几步路。”张
女士说。

对于学生、上班族等通勤时间
相对固定的群体，取车、还车方便是
他们的第一需求，大多数人会首选
共享单车。退休在家的老年人有不
少骑车是去买菜、购物，还有一些年
轻人每天固定骑车锻炼，他们一来
不赶时间，二来行动轨迹和活动范
围相对固定，相较于共享单车“开锁
即计费”的方式，公共自行车 1小时
内免费的属性更受他们青睐。

公共自行车可与共享单车形成互补

如今，公共自行车在共享单车
的“包围”下，似乎已经走向边缘化，
一些城市对公共自行车按下“退出
键”，一些城市仍在坚持和完善。公
共自行车是“退”是“留”？对此，陕
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晓勇认
为，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并非单
纯的竞争关系，而是应该在互补中
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王晓勇表示，群众“最后一公
里”出行的第一选择从公共自行车
变为共享单车，这是市场整体的变
化和供需关系决定的。一座城市中
的公共自行车到底应该“退”还是

“留”，需要立足于整个公共交通体系进行考量。
目前来看，西安公共自行车在城市慢行交通

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一些老年人不能熟练
使用智能手机，而是更习惯刷卡使用公共自行
车。曲江新区等一些没有共享单车投放的区域，

“最后一公里”仍然需要公共自行车来衔接。
共享单车以一种更轻便的方式满足了市民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更高效地担负起了公
共自行车之前的功能，而公共自行车在投放、停放
等管理方面，依然有值得共享单车借鉴的地方。
公共自行车可以将重心放在共享单车覆盖不到的
地区，既是一种互补，也是一种差异化竞争，从而
更好地平衡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满足
市民出行的需求。

沿着“新”路看“兴”路
——汉中244国道助推沿线乡村振兴

通讯员 徐立生 罗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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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光焕发
绘就“诗和远方”

——2025年陕西端午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宁黛艳

6月 3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数
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 11家国家级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客流量共计 192.3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8.61%，营业收入 1.25亿元，同
比增长 11.92%。全省入境游接待 362 团
4324人，同比分别增长 61.6%和 72.2%。

活动“多点开花”，文旅“热辣滚烫”。
一组组数据，折射出陕西端午假期文旅市
场的蓬勃活力。

那么，活力从何而来？人气因何而

聚？关键在“新”。
“今年端午节与‘六一’国际儿童节相

遇，针对亲子出游比例大幅攀升的趋势，全
省文旅系统创新推出了一批亲子主题文旅
产品。”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介绍。

西安市易俗社文化街区开设了老字号
非遗美食集市，孩子们可以现场跟着师傅
学习包粽子；集竞技、体验、消费于一体，汉
中市桨板公开赛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

与；宝鸡市陈仓老街的端午诗会设置少儿
专场与音乐会，通过诗朗诵、非遗展示、文
化展演、艺术演出等形式，打造传统节日文
化新体验……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光焕
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陕西将优秀传
统文化和非遗体验转化为参与性强、互动
率高的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广大市民
游客在休闲旅游中感知文化力量，持续激
发全省文旅市场消费潜力。

多点开花 焕新意、聚人气、增活力

端午假期已过，暑期旅游高峰即将到
来。如何擦亮陕西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产
业发展提质升级？

“要不断优化文旅产品供给，强化服务
保障，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6 月 4
日，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张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盘活现有
文旅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利用数字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旅游消费场所，打造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让历史可触摸、让传统

更鲜活。
“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借助多元传播渠

道、创新营销方式，加强文旅品牌的宣传推
广。”张燕说。对于暑期出游人群中学生
多、亲子家庭多等特点，可以结合陕西本土
文旅资源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发研学路线、
毕业旅行、亲子游、避暑游等旅游产品，并
通过图文、趣味短视频等方式提前做好预
热宣传。

陕西是我国水果大省，张燕建议，可以

考虑将特色时令水果引进景区，打通从田
间到景区的“甜蜜通道”，既能够拓宽销路，
也能在炎炎夏日为游客带来一份舌尖上的
清凉。

“同时，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让
游客吃得放心、行得安心、游得舒心。”张燕
说。要加强导游队伍管理，提高旅游服务
信息化水平和景区交通便利性，完善游客
意见反馈机制，用细致、周到、暖心的服务，
给足游客情绪价值。

本报讯（通讯员 马睿华）6月4日，汉阴县2025
年烹饪师暨高技能人才培训班在县职教中心开班，
共 100余名餐饮从业者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县总工会联合安康职业技术学
院、县经科局、县人社局、县职教中心、县美食协会
共同举办，邀请国家级技能大师毛朝军、陕西省乡

村工匠名师谢远平、安康市“金州工匠”何晓波为
参训学员授课。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实际操
作”的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结合汉阴富硒美食特
点，对中式烹调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等内容进行
为期 5天的培训，为成绩合格学员颁发“中式烹调
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进行就业推介。

汉阴县举行烹饪师暨高技能人才培训班

老
菜
场
打
卡
新
花
墙

6 月 5 日，在西安市碑林区的老菜场市
井文化创意街区内，新亮相的少女墙绘通过
和花卉结合形成一道全新风景，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纷至沓来，打卡拍照。

近年来，西安文化创意街区不断更新内
容，融合现代潮流元素，打造出兼具文化体
验与消费活力的新型城市空间，为市民游客
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