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寨窑洞民宿。

岁末年初，行走太行山间的山西省昔阳县，这里自然人文资源得天独厚，太行民宿集群别具一格，可以品美

食、观赛事，忆火红岁月，体验“小城院落”乡愁韵味，开启回归自然、主客共享的旅居时代……

2024

年，山西省昔

阳县多个文旅融合新业态集中亮相，各景点人气火爆，交出了含金量足的成绩单。

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党的二十大以来，位于太行山西麓重峦之中的昔阳县，按照省委省政府把文旅产业培育

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要求，持续推动文旅产业全县域、全链条、全要素高质量发展，以一业兴带动百业旺，成功入

选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获全省

2023

年度“避暑旅游目的地”称号，《创新“最美昔阳红”文旅品牌》做法入选

中国改革

2023

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被住建部确定为县城体检与宜居县城建设先行县，一次性通过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初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县域文旅如何“破圈”生长

———山西省昔阳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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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篇文章”

绘就昔阳文旅产业新蓝图

走进大寨镇南郝峪村，道路干净整

洁， 河渠蜿蜒曲折， 房舍错落有致，小

河穿村而过可供游客戏水钓鱼，幽静的

溪宿住得舒心，村里老树昏鸦看夕阳西

下……小山村正褪去青涩，成为人们慢

享时光的打卡地。

据介绍，该村围绕“山水南郝峪、昔

阳九寨沟”品牌，打造特色民宿、幽谷

叠瀑、露营采风等项目，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旅游。

“来这里旅游就是回忆儿时岁月，

住在曾经的教室里， 走在山间小路，闻

着炊烟味，让人心里宁静。 ”独特的旅

游体验，让来自太原的游客王先生流连

忘返。

昔阳县位于太行山西麓，

14

条大

小河流纵贯全境， 年平均气温

9.3℃

，

是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名村大寨所在

地，有国家

A

级景区

2

个，中国传统古

村落

11

个，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16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1

项。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县份，昔阳县的

产业转型迫在眉睫。如何更好地将文旅

资源、品牌优势转化为转型优势、发展

优势？ 近年来，昔阳县紧紧围绕“最美

昔阳红”文旅品牌塑造，破除碎片化思

维、 加强战略性布局、 注重创新性探

索， 主动引入清华大学、 深圳奥雅、华

影文旅等高水平设计运营团队，结合区

位、资源、人文等优势，立足“诗和远

方 ”谋篇 ，相继编制出台《昔阳县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昔阳

县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

方案（

2022

—

2025

年）》等系列文件 ，

因地制宜策划业态，打造农文旅融合新

场景，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以科学规划

引领全县文旅产业跨越发展。

在《昔阳县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规划》中，为了让沉睡的人文历

史、资源禀赋活起来、走出去、叫得响，

更好地出圈破圈，该县聚焦做好“红大

寨、老街区、旧厂矿、古村落、好山水、

新文创”六篇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了

“一心两翼四带”的发展布局。

一个地方最引人入胜之处，莫过于

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昔阳县巧用生态气候、红色品牌

等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产业要想实

现“破冰突围”， 只有将自身资源用足

用好、擦亮叫响，才能更好地提升游客

的体验感、获得感，从而在激烈的旅游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主动。

双向发力

引领昔阳文旅产业大发展

2024

年国庆长假，昔阳县“那年昔

阳”特色民俗街区迎来客流高峰。 这条

长

600

米的街区， 以其独特的沉浸式

体验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 吸引了游

客目光。

走进街区，琳琅满目的小吃，吸引

着游客味蕾 ，烧肉拉面 、压饼 、烧饼等

当地特色美食，更让游客大饱口福。

除了美食，国庆期间街区还特别策

划了“我在那年昔阳向祖国表白”、国

旗下歌唱等活动， 点燃游客爱国热情。

当地的民俗表演贯穿全天，扭秧歌的欢

快 、威风锣鼓的震撼 、拉话（昔阳的一

种民间舞蹈）的风趣，都让游客们沉浸

其中，感受昔阳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统计 ，

2024

年国庆节七天街区

共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次，

35

次亮相央

视，受到各地广泛关注。

作为文旅产业重要项目，“那年昔

阳” 特色民俗街区是该县创新思路、破

题出彩，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 近年来，昔阳县聚集盘活利用文旅

特色资源， 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15

个，

建立工作台账，专人专班推进，加快构

筑以项目为支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

格局。

大寨窑洞民宿项目， 已于

2024

年

4

月底试运营；崇家岭牧云滑雪度假区

项目， 相关建设任务正紧锣密鼓推进；

水泥厂影视和数字文旅产业园项目，目

前六通一平正在推进；昔阳奋斗大道休

闲旅游街区项目， 可研报告编制完成，

正抓紧立项……

重点项目“压舱石”的作用，有力促

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激情碰撞和深度融

合，为昔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在狠抓重点项目的同时，昔阳县还

紧抓

2024

年“千万工程” 实施的有利

契机 ，突出规策一体，联动推进，统筹

乡村振兴与农文旅融合，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 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

兴。 南郝峪村溪宿、巴洲村小捣蛋亲子

乐园、瑶湾村师生劳动研学基地、水磨

头村“半山居”民宿……一个个独具风

格、 业态丰富的美丽乡村已成为太原、

石家庄、 阳泉等地市民、 游客观光旅

游、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出“山”入“海”

让世界看见昔阳

“昔阳之美，美在山水，更美在山水

间的大寨窑洞、昔阳院子，她们宛如一

颗颗璀璨明珠， 镶嵌在太行山脉之中，

巧妙地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传

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美学融为一体，展现

出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 ”

2024

年

6

月

25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昔阳

县委书记黄亚平推介该县打造的太行

民宿集文旅品牌———“大寨窑洞”“昔阳

院子”。 活动当日， 昔阳县签约了全域

赛事活动、全域露营地、融城锦江国际

酒店、西南沟民宿、红旗街“那年昔阳”

街区运营及大寨新型业态打造、坝上渺

芦民宿建设等

7

个文旅项目，

SMART

度假产业平台、 北京卡宾滑雪、 猎户

座 、 华影文旅等一流团队作了项目

推介。

“在做实项目的基础上，我们致力

将文旅与农业、 节庆、 赛事、 培训、文

创、研学等紧密融合，布局‘文旅

+

’多

元业态。 ”昔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珍

录说。

“文旅

+

农业”，依托

13

条沟域产

业廊带， 开发水磨头渔乡、 南营稻香

园、潘掌生态园等田园综合体，发展观

光农业、 创意农业、 家庭农场等新业

态，开展农事体验活动，提高农业产业

附加值。

“文旅

+

节庆 ”，成功举办“昔”洋

洋过大年年货节暨迎新年消费券发放

仪式，

2023

年大寨面食文化艺术节暨

“八一” 物资文化交流会，

2024

欢乐新

春昔阳县物资交流嘉年华等活动，持续

助推服务业恢复发展， 活跃地摊经济，

提振消费信心，聚拢城市“烟火气”。

“文旅

+

赛事”，崇家岭

?

露营音乐

节、竞速三轮车赛、太行一号慢行路路

营文化艺术季、 山西·大寨“三都煤业

杯” 汽车场地越野挑战赛、“村

BA

”篮

球赛走进大寨、全市第四届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启动太极文化产业与健康工

程示范县建设……精彩纷呈的各类活

动、赛事依次上演，轮番为观众奉献一

场场激情四射的视觉盛宴。

“文旅

+

培训 ”，依托晋中市委党

校大寨分校，将大寨展览馆、大虎牧场

等纳入体验教学点， 开发情景课堂、现

场体验等特色课程 ，“课堂设在大自

然，全域都是教学点”，有效将文化、旅

游、教育相融合。

“文旅

+

文创 ”，以“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精神为主题，推出“铁姑娘、奋

斗哥 、昔阳阳”三个文创品牌，联合平

遥推光漆器打造文创产品，推出景区伴

手礼，深受外地游客青睐。

“文旅

+

研学 ”，打造瑶湾中小学

生劳动实践、北亩梅花鹿科普、石马寺

石窟文化研究、 大寨教育等研学基地，开

展 体 验 式 教 学 活 动 ， 打 造“行 走 的

课 堂”。

眼界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昔阳县

贯彻新发展理念， 立足山西“加快打造国

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目标， 跳出昔阳

看昔阳， 对标一流搞文旅， 充分发挥专业

设计运营团队作用， 推动全县文旅产业实

现从一般到优秀稳步发展， 实践充分证

明，文旅产业要想“引领示范 ”，关键要站

在全国乃至全球视角谋划， 并在对旅游资

源供给和消费者需求客观分析研判的基础

上，找准功能定位，找到消费“引爆点”，谋

定后动，一步一个脚印将规划落到实处。

不懈努力

美丽昔阳等你来

穿越古朴厚重的深宅大院 ， 身着古

装，化身为大家闺秀，站在绣楼下，与飞檐

翘角深情对视 ，感受清代民居的生活气

息……

借助全省文旅赋能型城镇化试点县建

设的有利契机， 昔阳县在全力满足“吃住

游购娱” 基本保障的同时， 持续推动服务

功能多元化扩展， 为游客创设更好的旅游

环境。

64

公里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是该县

首条具有专业属性的旅游公路，“建一条

公路，连一片景区，造福一方百姓”基本成

为现实。

机关单位敞大门， 共享

1500

个停车

位，外来游客不必再为“一位难求”堵心。

阳大铁路高铁站前广场、 融城国际酒

店等标志性项目加快推进； 改造提升代际

友好公园、 儿童自然成长营地、 老年友好

社区等， 为各年龄段游客创造更加温馨的

旅居环境。

先后组织八期培训， 持续促进景点讲

解员、 住宿点服务员、 餐饮接待人员等的

能力素质提升。 城区社区、县妇联、团县委

还专门组建志愿服务队， 常态化开展文明

劝导、安全提醒、游客咨询等服务。

制定《昔阳县全域旅游服务保障任务

分解清单》，从全民当客服、酒店服务升级

优化、景区城际交通服务、停车场景服务、

景区基础配套服务升级、 县域旅游服务平

台优化、 全民素质教育宣传、 酒店和民宿

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任务、 明确责任，强

化举措、狠抓落实。

伴随旅游消费市场的迭代升级， 文旅

产业不再是过去的“走马观花 、 游山玩

水”，“走走停停、吃吃喝喝”的消费模式也

不再能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昔阳县谋划

发展全域旅游， 坚持市场导向， 做到运营

前置， 一体推进策规建管， 纵深推进农文

旅融合，创新丰富多元业态，成功打响“最

美昔阳红”文旅品牌，实践充分证明：文旅

产业要想实现“持续沸腾”，必须坚持系统

思维，强化政策集成，突出全链配套，开展

精准营销， 让更多“头回客” 成为“回头

客”，走出“生态生产生活”相融、“全景全

时全龄”共享、“吃住行游购娱养 ”一体的

全域旅游发展新路。

文旅融合天地宽，且以诗意共远方。在

2024

年“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形象发布

会上，“感受农文旅新场景来昔阳”成为晋

中城市文旅形象九大业态群落之一， 美丽

昔阳热诚欢迎每一位游客前来享受“温暖

的城市，回家的旅行”！

（白续宏 田宏亮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