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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文旅康养“首位产业”

巴中恩阳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 谢颖谢杰

巴中市恩阳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穿过“米仓古道第一镇”牌坊，向南
数百米就是巴中市恩阳古镇南入口。
沁人的桂花香气扑面而来，街巷依旧宁
静，小别不过半年，南充游客汪先生很
快就发现了古镇令人惊异的巨变。

与古镇一河之隔的米仓特色美食
街区，40多米宽的步行街上游人入织，
店面清一色的美式装修，各类特色美食
云集于此。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人车混
流拥挤不堪。看着眼前的场景，当地人
在努力回忆它从前的模样。

这些变化，源于恩阳区文旅康养首
位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举全区之力咬
定目标不放松的定力。8月26日，由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巴
中恩阳河畔，在米仓古道水陆交汇点
上，见证一座旅游新城的拔节生长。

文化塑魂
亮出“米仓古道第一镇”新名片

“千年米仓道，早晚恩阳河”，这句
俗语人们耳熟能详。今年 4 月 21 日，

“米仓古道第一镇·中国恩阳”新闻发布
会在成都举行，这张崭新的名片令人眼
前一亮。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深度挖
掘米仓文化，打响‘米仓古道第一镇’名
片，是文旅首位产业的重要抓手。”恩阳
区文广旅局副局长李杰介绍。恩阳区
先后组织考古调查、座谈研讨、采风创
作，深度挖掘境内的米仓文化，艺术再
现米仓古道第一镇的千古风流。

专家认为，米仓古道可溯源至商周
时代，恩阳古镇丰富的遗产价值及其遗
产构成，是蜀道遗产价值的典型代表，
作为水陆转换码头的恩阳古镇，是米仓
道文化线路多元文化价值的集中体
现。而同类古镇所不具有的红色文化
和完整的革命文物体系，极大地丰富了
恩阳古镇作为“米仓古道第一镇”的文
化内涵。

破圈出位
千年古镇的盛世嘉年华

恩阳古镇坐拥四川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与国内众多
高度商业化的古镇相比，恩阳古镇遗世
而独立，仿佛从未被打扰过。其独特的
宁静之美，成为游客访古探幽的最佳目
的地。

交通便利、资源优质、底蕴深厚，必备
的要素都有了，但恩阳文旅产业一直不温
不火。如何围绕古镇这一核心资源，在静
与动之间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契合点，
从而激活恩阳文旅的一池春水？

做活山水文章，打造超级IP，恩阳区
找到了答案。引进国内一流的策划运营
团队，在环绕古镇的数公里河段上，把美
丽的恩阳传说活化为“恩阳船说”，游客
乘坐画舫移步换景，在光影流波之间欣
赏“桨声灯影里的恩阳河”繁华盛景。

今年 5 月 1 日，“恩阳船说”惊艳亮
相，古镇也迎来盛世嘉年华，人们第一

次发现夜晚的古镇竟然如此之美。与
“恩阳船说”同步向游客开放的，还有古
镇周边另外六个文旅项目：恩阳十大碗
旗舰店“开席”、“花间堂”高端民宿“开
业”、恩阳河城区段“开航”、恩阳特产馆

“开馆”、米仓古道文化街区“开街”、高
速旅服公园“开园”。从白天到夜晚，从
吃住行到游购娱，游客们在古镇收获了
前所未有的体验。

“五一”期间，宁静的古镇迎来史上
最大客流量，共计57万人次游客造访恩
阳，创下单日接待15万人次的纪录，当
地不得不实行交通管制。而在互联网
上，恩阳古镇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巴中
文旅的顶流。

全域发力
旅游新城强势崛起

以恩阳古镇为核心，以交通走廊为
轴带，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阳全域发

力，全面融入文旅首位的理念，“一城、三
片、五廊”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逐渐成型。

借助城市周边山体、水系，恩阳将
全面加快“十园六院”建设，即：恩阳河
码头公园、古镇文创公园、高速旅服公
园、义阳山公园、鹿溪河森林公园、莲子
山运动公园、之字河五彩田园、小观坝
湿地公园、登科山公园、大梁山市民公
园等十大公园，并根据“十园”的功能定
位，布局不同功能的院子，挖掘所属院
子特色，赋予院子时代功能，发展运动
健身类、文化教育类、餐饮娱乐类、康养
休闲类、游乐体验类、创意零售类等六
种新兴业态。随着更多城市公园和精
品院落的陆续呈现，宜居宜业宜商宜游
的新恩阳令人期待。

距离古镇十余公里的“空港花田”，
曾是无人问津的荒山包。恩阳区利用
其紧邻机场的优势，种植10多万平方米
的各色花卉，给外地乘机抵达巴中的客
人，营造出一种“抬头看云海 低头看花

海”的视觉效果。如今，这里已成为巴
中知名的网红打卡地。

此外，恩阳区还大力提升万寿谷、
罐子沟等现有景区的品质品位，持续以
田园恩阳为示范，加快建设一批田园综
合体。突出“农事体验、田间采摘、巴山
民宿、大地景观”的恩阳特色，让园区变
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力争
到 2023 年实现年接待游客 400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35亿元以上。

文旅首位战略的实施，正在深刻改
变着恩阳城乡面貌，恩阳百姓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也不断提升。近年来，该区深
度挖掘整理巴文化、红色文化、米仓古
道文化，以巴人巴风和红色革命故事为
原型，创编《挂印知县》《黄荆树》《巴河
春秋》等文艺精品，通过大型文化活动、
万寿宫等平台开展惠民演出，让文化活
动植根群众、服务群众。

未来十年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巴中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恩
阳该如何作为？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
的发展机遇，恩阳文旅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巩固并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恩阳区刚刚召开
的文旅重点工作专题会给出了答案：利
用十年时间，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并明确了工作方向。

明确一个目标。对标对表创建要
求，横向纵向比较分析，依托恩阳古镇，
形成特色鲜明的度假旅游产品。

把握一个抓手。以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为抓手，围绕恩阳古镇、黄石盘水
库等景区资源，加快培育文旅业态，不断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

形成一个体系。注重文化提炼，以
米仓文化、红色文化为内涵，升级衍生
新的旅游产品，坚定不移发展夜游产
品、研学产品、度假产品，提升古镇游、
红色游、乡村游等形态，构建全时、全
季、全程旅游新模式。

梳理一张清单。围绕创建标准和
工作程序，形成工作清单，推出差异化
旅游产品，提升景区综合管理和旅游服
务水平。

晨曦中的恩阳古镇。

流光溢彩的恩阳河。

距恩阳古镇十余公里的“空港花田”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