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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花古鎮轉打山水牌
自西安城驅車向東一百多公里，便來到了中國著
名作家賈平凹的家鄉棣花古鎮。在其小說《秦腔》
中，棣花古鎮的風土人情和山水景色一覽無餘，亦
因此吸引了各地的粉絲紛至沓來。近年來，當地依
託賈平凹的名氣和商於古道的歷史文化，打造了商
於古道棣花文化旅遊景區，將歷史與文化、生態與
自然、民風與民俗、秦風與楚韻交織在一起，漸漸
成為秦嶺中的一顆旅遊明珠。

景區生意差 小吃店難捱
景區於2014年國慶節正式開園，甫一開業便吸引了
眾多遊客，經過幾年的運營，遊客人數亦一直穩步增
長，去年國慶黃金周期間接待遊客人數達17.51萬人。
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亦給這座秦嶺深處的古鎮
帶來了嚴重的衝擊。記者在8月初的一個周末來到
棣花古鎮發現，三三兩兩的遊人漫步在宋金街，曾
經熱鬧的戲台如今也冷冷清清，沒有演出。沿街的
小吃店門庭冷清，有的店面已經關門，並貼上了
「店舖轉讓」的通知。景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
者，受疫情影響，今年景區客流量一直不大，一些
小吃店因為熬不住，不得不關門停業。

推荷季活動 體驗自然美
面對困境，棣花古鎮景區發現，疫情影響下，傳
統的民俗遊很難撬動市場，反而是踏青遊、休閒

遊、度假遊更吸引遊客。為此，地處秦嶺腳下、依
山傍水的棣花古鎮開始創新升級，依託景區內的萬
畝荷塘美景，開辦了以「春暖花開，燈你歸來」致
敬最美勞動者為主題的荷塘燈展，帶給遊客夜遊棣
花不一樣的體驗。
從8月12日至10月30日，景區還將持續推出「荷
你有約．荷核美美」2020中國秦嶺生態文化旅遊節
之丹鳳縣棣花古鎮賞荷季活動。泛舟萬畝荷塘，遊
客不僅可以感受碧波蕩漾、月下蟬鳴之美，還能欣
賞非遺文化展演、品嚐陝南美食。
這些活動給遊客一種新的體驗，在短時間內提升
了景區人流。遊客馬小姐告訴記者，疫情持續這麼
長時間，讓人們都身心疲憊，來到秦嶺山下的棣花
古鎮休閒，對着藍天白雲發呆，泛舟荷塘聽蛙鳴，
一切都是那麼愜意美妙。

■■棣花古鎮的萬畝荷塘坐遊棣花古鎮的萬畝荷塘坐遊
船項目備受遊客青睞船項目備受遊客青睞。。

� �2

景區寄託村民致富夢景區寄託村民致富夢

▶宣平里景區
正在招商的奇
石文玩街。

從白鹿原民俗文化村「鎩羽而歸」之後，白先
生遍訪陝西民俗景區期待東山再起，雖然收穫不
大，但也不乏一些讓他眼前一亮之處，西安宣平
里民俗文化景區便是其中之一。
宣平里位於西安漢長安城遺址附近，是一個集

漢文化展示、交流、體驗，以及新型都市農業觀
光、體驗、娛樂、休閒、餐飲、購物等多業態為
一體的綜合景區，一開業便成為眾人點讚的行業
「新貴」。
「宣平里從建築到街景再到繪畫宣傳，處處都

有漢文化的氣息。」第一次考察宣平里時，撲面
而來的「漢唐盛世」味道，讓白先生為之一振。
然而正當他考慮之時，疫情襲來，宣平里民俗文
化景區暫時關閉。「復工以後，這裏也一蹶不
振，遊人稀少，店舖紛紛關門。」白先生的投資

願望就此打住。

宣平里變身文創體驗基地
記者在宣平里看到，這裏的仿漢建築確實如白

先生所言，規劃整齊，氣勢宏偉，古風古韻，連
一磚一瓦似乎都遵循漢制。然而這裏目前開門的
店舖僅五六家，遊人更是寥寥。「說心裏話，疫
情是造成今天境況的一個原因，但景區自身也有
問題，特別是對整個行業的競爭和困難都估計不
足。」 一位堅持開門營業的文創店老闆告訴記
者，對於當地民眾而言，景區不僅是一種感情，
更寄託着村民們的致富夢，誰也不希望垮掉。
據了解，宣平里剛開業時和眾多民俗景區一樣

以經營餐飲美食為生，但沒有自己的特色，也沒
形成品牌效應，很快便在民俗遊的風口之後倒

下。「目前景區正在轉型，餐飲店舖大部分已經
撤了，新的招商已經展開，未來會成為西安一個
大型的文創體驗基地。」
但從門店開業情況看，目前的招商進展並不樂觀。
在宣平里開店已有兩年多時間的文創店老闆坦言，生
意並非依賴景區，而是有自己的渠道。「文創是一個
特殊的行業，轉型文創景區能否形成氣候，還有待時
間檢驗。」他希望轉型能探出一條生路。
在外打拚多年之後，白先生如今又回到了創業

的起點。「我現在已經斷絕了在民俗景區開店的
念頭，在我們這個小縣城，安安心心地守着自己
的小麵館，也不失為一種幸福。」而對於自己曾
經打拚過的民俗景區，他亦表達了最美好的祝
福，「希望整個行業都能好起來，希望那些還在
堅持的夥伴們都能過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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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陝西關中百年古村袁家村民俗村開業時

一下子湧入了10萬名遊客，袁家村也迅即成為陝西

古村古鎮趨之若鶩借鑒模仿的樣板，倏忽之間，三

秦大地上民俗景區林立。然而一哄而上的結果，是

一些景區熱鬧之後便陷入「人荒」。今年疫情的衝

擊，更加速了整個行業的重新洗牌。在暫停營業和

等待中，有景點熬不住要關門，不甘沉淪的仍在努

力轉型，有的商家則打回原形。在一輪的抉擇和洗

牌後，大家期待能再有一個發展的「春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咸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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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
重創多個行業，

作為旅遊業重要組成部分的鄉村
民俗遊，亦經歷了大浪淘沙的
過程。在此過程中，一部分鄉
村 民 俗 景 區 危 中 尋 機 快 速 復
甦，另一部分則難扛風險，無
奈倒閉。對此，陝西省社科院
文化旅遊研究中心主任張燕認
為，經營不善倒閉的大多是同
質化模仿、缺乏創新的景區，這
也給未來準備投資這個領域的投
資者敲響了警鐘：應準確定位市
場，切忌盲目跟風。

規劃不應與市場脫節
張燕以陝西鄉村民俗遊舉例

稱，袁家村可謂是鄉村旅遊的
領頭羊，之所以沒有倒下是因
為一直在不斷創新，並成了一
個品牌，且早年已掙回了第一
桶金。「但袁家村之後，一大
批鄉村民俗遊景區崛起，他們
拿着用房地產賺來的錢投資，

一 味 模 仿 ， 還 沒 成 名 就 先 死
掉。」失敗的關鍵就在於同質
化模仿，加上資金不足，很難
拓展市場。

她說，陝西歷史文化資源豐
富，許多民俗景區在打造時都會
找一個歷史文化作支撐，因此盲
目自信，殊不知歷史文化亦是要
為現代文化服務的。「歷史再
好，如果不與現代文化對接，不
考慮市場需求，就沒有賣點。」
她稱，現實中很多民俗文化景區
在打造時，策劃團隊缺乏相應的
調研，嚴重與市場脫節，亦是導
致景區快速倒下的原因之一。

冀建旅業大數據平台
作為長期研究文化旅遊業的專

家，張燕一方面建議景區在投資
策劃階段就精準對接市場；同
時，她也希望未來文化旅遊等相
關部門能夠建立起一個旅遊業的
大數據平台，讓投資者能夠實時
掌握市場動態，少走彎路。

「旅遊是一個綜合學科，投
資和規劃的人也許懂建築、懂
設 計 ， 但 卻 缺 乏 對 市 場 的 了
解 。 熱 熱 鬧 鬧 去 規 劃 項 目 落
地，最後跟想像的市場卻不一
樣。」張燕呼籲，國家和地方
有關部門應該建立一個大數據
平台共享，組建專門的專家團
隊去宏觀評判，實時發布相關
動態，引導經營者精準對接市
場。「如果盲目投資、盲目打
造、盲目經營，後期項目即使
想轉型，也是積重難返。」

■李陽波、張仕珍

45歲的白先生是一位地道的老陝，不願出鏡的他對麵食情有獨鍾，精通於涼皮、褲帶麵等陝西
風味美食的製作。「當年沒考上大學，為了謀生，便
依着自己麵食的技藝和興趣，在縣城開了一家麵館。」
幾年下來，雖然沒有掙到大錢，但日子過得還算平穩。
「2015年，一位朋友突然來找我，讓我和他去西安藍
田白鹿原民俗文化村發展。」盛情難卻，白先生便前
往考察。「當時一看，這裏交通便利，綠樹成蔭，溪
水潺潺，依山傍水建起來的仿古建築讓人心曠神怡。」
他沒有絲毫的猶豫便加入其中。

創業變停業 店主難甘心
2016年初，白鹿原民俗文化村盛大開業，當日

便接待遊客12萬人，一時間白先生和朋友的店面
一座難求。「那個時候感覺真要發了，人流量太

大了。」然而好景不長，大約一年半之後民俗村
開始變得空蕩蕩了。「遊客突然就少了，到2018
年一度入不敷出。」慢慢地開始有店舖關門了。
白先生和朋友多次商議之後，決定再「挺一
挺」。「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頹勢難挽，已經
回天無力了，只是誰都不甘心啊。」終於在2019
年8月，當地政府發布通告，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暫
時關閉升級改造。

新鮮感不再 遊客漸冷清
其實，在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建設開業的同時，

僅在其周邊區域內就有白鹿倉景區、白鹿原生態
文化觀光園、簸箕掌民俗村、白鹿古鎮等多家民
俗景區開門迎客。此外，馬嵬驛民俗文化村、周
至水街、蒲城重泉古鎮、大秦古鎮、茯茶小鎮、
庵嶺古城、渭南泅河坊、和仙坊、文安驛古鎮、
大荔朝邑古鎮、宣平里等幾十家民俗文化景區也
在陝西全省遍地開花。
「現在反過來想想，這麼多內容和模式大同小

異的民俗景區同時運行，單一的『逛吃逛吃』很
容易引發審美疲勞。」白先生說，遊客新鮮感過
了之後，只要一提起民俗村可能就不想去了。
他說，2018、2019年時，眼看着自己在白鹿原

民俗文化村的生意沒有起色，也曾到其他民俗景
區進行考察，希望能找到新的商機。但是一圈下

來卻更加迷惘，「除了袁家村、茯茶小鎮等少數
之外，絕大部分都很蕭條。」讓白先生更失落的
是，接下來2020年新冠疫情的衝擊。2020年3月7
日，景區發布公告對該項目實施拆除。
疫情之下，白鹿原民俗文化村在機器聲中轟然

倒塌，而在此之前，和仙坊、重泉古鎮、大秦古
鎮等多家民俗景區亦悄無聲息地關門謝客。

融合新元素 走特色之路
面對疫情和經營的雙重危機，更多的民俗景區依然

還在苦撐自救，畢竟這裏面包含的不只是巨額的投
資，還有多年的艱辛和員工的飯碗，誰也不甘心就此
倒下。在景區努力的同時，陝西省文化旅遊廳亦及時
出台優惠扶持政策，並拿出真金白銀予以支持。
記者獲悉，除了來自政府方面的扶持之外，許多

民俗景區正積極通過創新產品或者轉型升級，制定
出新發展思路。比如，白鹿倉景區疫後主推「都市
休閒旅遊」，採取多舉措進行產品品質提升，形成
遊客吃、喝、玩、購線上線下流量閉環，遊客體驗
感、舒適感明顯提升；馬嵬驛民俗文化村全面提升
了民俗文化館以及手工作坊街；周至水街景區推出
特色主題民宿免費體驗活動吸客；茯茶小鎮則將硬
科技和傳統茶文化完美融合，帶動當地產業發展；
宣平里已開始從美食城向文創基地轉型。大家都在
期待，陝西民俗景區可以再闖出一片新天。

■■宣平里景區內的小吃門店大宣平里景區內的小吃門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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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表示，民俗文化景區應避
免盲目投資。

■■小吃一條小吃一條
街已成為陝街已成為陝
西眾多民俗西眾多民俗
景區的同質景區的同質
化項目化項目。。

■遊客在棣花古鎮參觀賈平凹故居。

■■位於西安漢長安城遺址附近的民俗遊位於西安漢長安城遺址附近的民俗遊
「「新貴新貴」」宣平里景區如今遊人稀少宣平里景區如今遊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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