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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暖阳，默默地洒下温暖。市区新建东龙山公园
在斑驳的阳光中幻化成一幅令人沉醉的画卷。

文化地标龙山双塔历经 400 多年风雨依旧傲然耸
立。站在南塔遗址平台远眺，阳光草坪、仰望天空座椅、书
吧等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阶梯、广场串联起历史遗迹
和现代都市风光，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商州作
为“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的核心区，去年以来，实施的
东门户区改造使城市对外形象和品质大大提升。

““沉睡沉睡””的遗址焕发生机的遗址焕发生机

在 2022 年之前，说起东龙山，很多本地人想到的都是
那里有龙山双塔遗址，但对双塔建于何时、有什么文化内
涵都不清楚，更不知道东龙山遗址早在 2006 年就被列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这种情况，商州区因地制宜，聚焦“山水园林城
市、旅游康养之都”的城市定位，实施了东门户区提升改造
项目。其中，一期项目就是修建东龙山公园。

了解到政府有修建公园的计划后，商洛企业家王世春
自愿捐资，支持建设东龙山公园。公园于 2022年 5月启动
建设，12 月建成开放。总占地面积 51 亩，新建阶梯式绿化
挡墙、步道、广场、阳光草坪、休闲座椅等。项目以简约、实
用为主，结合了龙山双

塔等历史遗迹和龙山文化，栽植有桃树、李树，寓意“桃李
满天下”，打造了别具一格的龙山“桃李文化”景观。

在塔前的碑文上可以看到，龙山双塔始建于明万历十
九年（公元 1591 年），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南塔叫“天
齐塔”，北塔叫“淑月塔”。两塔一律砖质密檐，呈乳酪颜
色，浑然天成。天齐塔八面九级高 30 多米，淑月塔七级高
近 20 米。两塔相伴而立，合称“龙山双塔”，是陕南地区仅
存的明代密檐楼阁式砖塔。

东龙山公园以龙山南塔遗址为景观中轴，以文化为主
导、绿化为依托，修建了商於古道、商山洛水、龙山遗址、商
山书院四幅浮雕，突显了商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东龙山公园的建成，不仅为市民提供又一新的休闲运
动场所，还有效地保护了龙山遗址，提升了城市东门户区
形象，进一步推动了商州区“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门户形象升级门户形象升级

在东龙山公园周边，曾经房屋高低不齐，周边环境脏
乱差。东门户区提升改造项目实施以来，坚持“拆建并举、
以建为主”总体思路，通过“两拆一提升”拆除违建临建 28
处 2.1万 m2，拆出空闲土地 28亩。

建设项目采用“公园+体育+商业”的全新模式，建设篮
球场两处，羽毛球场、排球场各一

处 ，步 道 、廊

桥、绿化美化以及商业综合体等基础服务设施，打造了一
个集体育运动、商业综合、步行桥于一体的休闲运动综合
服务型场所。

“为了进一步完善运动公园功能及服务能力，东门户
区提升改造项目增设了智能化储物柜、仰望天空座椅、造
型椅、天幕遮阳棚、棋牌座椅，还有休息室两处，使公园服
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园讲解员席妍妍介绍，东门户区标
志性景观之一的跨江景观步行桥也在加快建设。

游客体验更佳游客体验更佳

“东龙山公园不但环境好，而且书吧里面冬暖夏凉，玩
累了在这里休息非常惬意。孩子们坐在这儿阅读，是非常
有氛围的。”2023年12月27日，在公园书吧里阅读的市民王
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附近的小区，平时有时间了就会带家
人一起来游玩。在书吧里，墙面上有倡导阅读的标语，可供
大人小孩选择的书本很多。书吧还提供免费热水等服务，
细致的服务不但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也提升了外地游客
的体验感，让人不禁感叹：“来了一次还想再来。”

公园增设的夜间灯上有关于商洛的诗句，行走其中，
欣赏着“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因知卧商洛，岂胜白
云乡”等优美诗句，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商洛的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

“无论白天来观景还是夜晚来锻炼，这里都能带给我
不一样的体验。感受到了我们陕西悠久的历史文化，公园

的建设非常具有新意。”一名商洛学院的学生告诉记

者，他是陕北榆林人，商洛的山水不同于榆林的风景，有江
南的秀丽，也有北方的粗犷，他毕业了也想留在这里工作。

东门户区提升改造项目充分考虑游客的功能需求，
合理规划布局具有复合功能的场地和空间，科普教育、
文化交流、娱乐康养、体育锻炼等多种活动都可以在这
里进行，做到了公园就是城市的共享客厅，游客就是公
园的主人。

商州区东门户改造通过不断盘活资源、更新公园功
能，实现了美丽蝶变，为建设秦岭生态宜居城市、打造“西
安后花园·山水康养城”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文旅融合 让让龙龙山遗址山遗址““活活””起来起来
本报记者 南 玺 见习记者 孙远飞

◁休闲书吧给休闲书吧给
游客提供了休闲游客提供了休闲、、思思
考的空间考的空间。。

东门户区改造提升后东门户区改造提升后，，历史遗迹和现代都市风光融为一体历史遗迹和现代都市风光融为一体，，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全新的旅游打卡地成为全新的旅游打卡地。。

△游 客 在 书游 客 在 书
吧沉浸式阅读吧沉浸式阅读，，享享
受休闲好时光受休闲好时光。。

这几年，我市不断丰富冬季优质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持
续做热冬季乡村旅游市场，满足人民群众旅游消费需求，进
一步擦亮了商洛全域旅游品牌。

2023 年 12 月 7 日，省农业农村厅结合全省各地乡土乡
情，向社会发布 18 条冬季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点线路，我
市商州至丹凤“柿外桃源”休闲观光游、山阳非遗文化体验游
2条线路入选。

随着我市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优化提升，游人可自驾、可
乘大巴，也可搭乘城际列车到商洛游览。

商州至丹凤“柿外桃源”休闲观光游以观光采摘、乡村美
食为特色，涵盖商州区牧护关镇铁炉子村、夜村镇张嘴头村、
城关街道和平社区金凤山生态公园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丹
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

初冬时节，游人由 G312 国道进入商州区牧护关镇，漫
山遍野火红的柿子为秦岭大山增添了浓浓的诗意。在夜村
镇张嘴头村，家家户户房檐下、院子里晾晒的红彤彤的柿
饼，在寒冷的冬季散发着温暖的光芒，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热
门打卡地。

张嘴头村距商洛市区 27 公里，交通便利，自驾半小时即
达。张嘴头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宏介绍，他们这里的孝义柿饼
远近闻名，其色泽鲜艳、柔软多汁，明清时期为皇室贡品。一
到冬天，孝义湾的张嘴头、陈巷、吕涧、代街四村，家家户户都
加工柿饼。去年，夜村镇把孝义柿饼作为品牌提升项目，投
入资金 50万元，注册商标，流转土地，栽植矮化柿子树 50亩，
建成了一个标准化晾晒场和一个柿饼体验馆，位于 G312 国
道 1352 公里处。游人到此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也可以品
尝柿子、柿饼，让故乡味道在唇齿间弥漫。

留仙坪村位于丹凤县城西北 23公里处，是聆听红
色故事的旅游“打卡地”，被评为 2023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红色古街上黄泥墙、瓦屋顶、木

板门等传统民居分列两侧，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据史料记载，1946 年 8 月，李先念率领的中原
突围部队北路军在这里与陕南游击队胜利会师并创建豫鄂
陕革命根据地，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这里还有太上
老君留宿此地而得名“留仙坪”的美丽传说，也有《徐霞客游
记》对这里灵秀山水的记载。村里还有独具特色的民宿，在
此处停留两日，煮一壶茶，看一本书，抛却城市的喧闹，尽情
享受梦中的世外桃源。

山阳县非遗文化体验游路线涵盖中村镇中村社区、银花
镇银花社区及南宽坪镇李家湾村，周边景点有黄花岭茶园、
法官农旅小镇。

冬日的小城山阳，苍龙山的松柏苍翠，滨河长廊的园
林景观也依然常青。夜晚，还可以去山阳美食城

体验浓浓烟火气。
从城区驱车 35 分钟就可抵达法官

镇。法官镇是国家 3A 级景区、中国
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国家美丽宜居

村庄、国家森林乡村、陕西省乡
村旅游示范村、全国第三批乡

村旅游重点村。
法官镇党委副书记汪

辉介绍，镇上全力打造秦
岭原乡生态景观，修建了
百亩荷塘主题公园。这
几年，又探索出“荷虾共
生”的生态综合立体种养
模式，不仅能带领群众增
收，也让游客在观景的同
时，还可以体验捕捞的乐
趣。2023 年全镇沿主干道

又 扩 建 了 万 亩 油 菜 花 种 植
区，到春天，游客就可以来法官

观赏金色花海盛景。
登上田园观景台，俯瞰原乡全貌，群山延绵，绿水流淌，

荷池整齐如棋盘，梯田盘旋如斗纹，瀑布宛若从天降，民居民
宿错落有致，别致的人文景观尽收眼底。

春有油菜花香飘万里，夏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秋有稻花
香里说丰年，冬有白雪穿山作飞花，这样的田园美景，几乎穷
尽了人们对于美丽乡村的一切想象。

省级文化艺术之乡、省级非遗特色示范镇——中村镇，
有数百年历史的非遗“社火”享誉商洛。

“中村社火起源于明末清初，有 300 多年历史。”中村镇
居民杨海军介绍，中村社火汇聚了民间杂技、传统体育竞技、
曲艺、戏曲、民间舞蹈、武术等多种民间艺术，由高跷、旱船、
狮子、竹马、社火底子、锣鼓队、秧歌队、仪仗队等十几种表演
形式组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每到春节，中村的社火表
演热闹隆重，来看热闹的人群绵延数里。

中村镇还素有“挂面之乡”的美誉，历经数年发展，中村
挂面已成为商洛舌尖上的非遗美食之一，曾登上央视，一时
间闻名遐迩，走向了广阔的市场。

一架面从和面开始，要经过揉面、盘条、上杆、分扦、拉
长、晾晒、分段等十余道工序，做出的挂面细若发丝，光滑柔
韧，是人们走亲访友的佳品，其制作过程也值得体验。

山阳县耍灯的村子很多，但最有名的数银花镇。耍灯又
叫玩灯，起源于民间祈福、祭祀、驱邪活动，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喜庆祥和。

银花镇的耍灯规模大，参与的人员多，花灯齐全，形式
各异。一般从农历正月初十至十五逐户耍。耍灯结束后，
要举行绽灯仪式，摆香案、烧火堆、焚香表，所有灯熄灭，参
加耍灯的所有人员要跨火堆，表示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
寿年丰。

这两条路线上的景点只是大美商洛的冰山一角，在萧瑟
的冬季来秦岭腹地，邂逅不一样的诗与远方。

冬天到商洛，邂逅别样的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张 英

法官庙村具有江南风情的民居法官庙村具有江南风情的民居

初冬时节初冬时节，，商州区牧户关镇韩峪川村火红的柿子为山村增添了浓浓的诗意商州区牧户关镇韩峪川村火红的柿子为山村增添了浓浓的诗意。。 （（党经纶党经纶 摄摄））

在法官庙村民俗集中展示区在法官庙村民俗集中展示区，，游客可以体验游客可以体验
酿酒酿酒、、竹编等传统手工艺制作竹编等传统手工艺制作，，唤起乡愁记忆唤起乡愁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