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点位

广元剑阁

情景剧里的文化传承：

让历史“活”起来

“点树交印，乃朝廷法
度！”在翠云廊天然舞台上，扮
演郡守的演员一声高呼，将明
代严谨的古柏保护制度生动
地呈现在游客眼前。自2023
年以来，这场情景剧已累计演
出超300场，人气爆棚。

“看演出时，仿佛穿越回
了古代，古人保护树木的制
度如此严谨，这种文化传承
太震撼了！”来自北京的游客
王先生赞叹不已。

与《点树交印》一同构建
起文化矩阵的，还有《蜀道镖
运》《张飞植柏》等沉浸式情
景剧。表演现场，脚步声、号
子声交织，游客还能参与其
中，化身为运镖人，亲身体验
古代商贸运输的艰辛。《张飞
植柏》则以互动形式，展现古
人守护生态的坚定决心。这
些情景剧让静态的古柏群摇
身一变，成为动态的文化课
堂，让历史从尘封的典籍中

“走”进现实。

“知识变现”创新模式：

文化与体验共振

“今天我们一家四口来
游玩，三个人背诵了《蜀道
难》，免了门票，太开心了。”
来自重庆的游客吴翠说，她
趁着两个孩子放假，搭乘高
铁来到剑阁，走进剑门关和
翠云廊，让孩子们感受蜀道
文化的独特魅力。

2024年 11月，“万人诵
读《蜀道难》”活动在剑阁县
蜀道文化广场盛大举行，线
上线下万人齐声诵读，声浪
震天。两年多来，景区推出

“背诵《蜀道难》奖游剑门关”
“默写《翠云廊》奖景区门票
三张”等文旅融合优惠活动，
吸引20多万人挑战成功。这
一创新举措将剑门关“诗词
文化IP”推向全国，既提升了
景区文化影响力，又为诗词

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实现
了“知识变现”与“文化传播”
的双赢。

此外，景区开发“古柏保
护”研学课程，发起“寻找小
小护林员”活动，并颁发“古
柏保护勋章”。孩子们在参
与古柏保护实践中，了解古
柏历史，传承保护理念。通
过“背诵《蜀道难》奖游剑门
关”等活动，孩子们将书本上
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实地体
验，让《蜀道难》的文字与古
柏的年轮在心中产生共振。

百业融合中的文旅新质：

产业蝶变正当时

当天，采访活动报道组
还走进剑门关景区。更新投
用的北门，让“关口”造型气
势恢宏，拓宽的广场宽敞大
气；景区入口，《率土之滨》手
游COSER的推广活动，吸引
众多年轻游客驻足。

近年来，剑阁县锚定“建
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
地核心区”目标，依托“天险
蜀道·雄关剑门”核心资源，
全面推进剑门关景区“二次
创业”。剑门大道改造、高速
出口拓宽、景区提质扩容等
重点文旅项目相继实施；宝
龙大桥、蜀道游客中心等39
个重点文旅项目建成投用。

景区不断创新，打造《千

年奇遇剑门关》VR影院，以
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古蜀道风
云；推出数字代言人“关剑”，
开启智慧文旅新篇章；连续
举办三届“古蜀道徒步游”活
动，推出4条精品线路，年吸
引徒步游客超10万人次，成
为剑阁文旅新名片。

同时，剑阁县整合“吃住
行游购娱”全链条，推出豆腐
宴、土鸡宴等特色美食；打造
双旗美村民宿集群、剑门长
歌实景崖壁灯光秀等夜游经
济项目，让游客从“过境游”
转变为“深度游”。

2024年，剑阁县接待游
客944.64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6.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52%。2025 年“五一”假
期，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
25.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57.2万元，接待人次和门票
收入在全省5A级景区中分别
排名第6位和第4位，创历史
同期新高，文旅经济成为剑阁
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剑阁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深入推进“文旅+百业、
百业+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
造古蜀道世界级步游道和蜀
道三国文化沉浸式体验区，巩
固提升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
牌，加快形成文旅新质生产
力，早日建成大蜀道国际文化
旅游目的地核心区。

翠云廊景区上演《张飞植柏》情景剧。

剑门关景区游人如织。

采访点位

阿坝理县

万千气象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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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2025年“万千气
象看四川”第二季主题采访活
动报道组走进广元市剑阁县，
探访蜀道翠云廊和剑门关。

盛夏时节的翠云廊，千
年古柏苍翠挺拔，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穿梭于古道间。

“这些古柏太震撼了，看一次

根本不过瘾！”来自绵阳的游
客贾春苗感叹道。

不远处，《点树交印》情
景剧演出的锣鼓声阵阵传
来，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
录这一精彩瞬间。历经千年
岁月洗礼的古柏群，在文旅
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正焕发

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当地
文旅部门统计显示，2024年，
翠云廊景区接待游客18.91
万人次，同比增长39.39%，其
中入境游客 0.52 万人次，同
比增长68%。2025年前5月，
接待游客 13.72 万人次，同
比增长108.54%。

打开社交软件，输
入“甲尔猛措”，数不胜
数的推荐出现在眼前。
这条位于阿坝州理县上
孟乡绿叶村的徒步旅游
路线，海拔4250米，拥
有雪山、瀑布、高山湖泊
等壮丽景观。近期，游
客人流量日均600人，
节假日期间则超过千
人，十分火爆。

6 月 26 日，2025
年“万千气象看四川”
第二季主题采访活动
报道组走进上孟乡。
记者发现，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条曾经的“野
生”徒步旅游路线，在
当地多方资源的赋能
下，已实现了游客“安
全保障”与村庄“创新
发展”的有效统一。

来到上孟乡绿叶村
OMC户外管理中心，
游客只需要支付5元进
山清洁费，完成预约即
可领取专属安全手环和
卫星定位设备，还会拿
到一份标注了徒步路
线、看点、难度及风险点
的详细路线图。

理县 OMC 户外
管理中心负责人李云
东介绍，预约管理系统
可录入游客的身份信
息及紧急联系人信息，
进山后他们通过定位
设备每半小时可“报平
安”，所在地点经纬度
的信息可以随时查看，
如果游客遇到危险，能
得到及时营救。

管理中心与村里
集体合作组建的安全
管理队伍包含村医、消
防、公安等专业力量，
根据极端天气、游客突
发疾病或受伤、失联等
不同的风险情况，制定

了不同的处置方案。
以游客超过规定时间
未出山或失联为例，系
统会主动通过定位确
定其位置，救援人员将
采用无人机搜寻与地
面搜寻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救援。

对于一般徒步爱
好者来说，除了最重要
的安全，当地的配套服
务也会“加分”。基于
此，理县将“流量”变

“留量”，村民将闲置房
屋等资源纳入村集体
资源池，户外管理中心
将闲置房屋打造成民
宿，为游客提供住宿和
餐饮服务。而村民每
年可享受村集体分红。

李云东介绍，村民
除了分红，还可以在徒
步路线起点处设立摊
位销售农产品或者在
管理中心务工，这样会
有不少的收入。

近年来，理县紧跟
阿坝州委打造“五个之
州”的战略步伐，深度
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全
力推动文旅事业蓬勃
发展。在网红公路理
小路，自驾游游客感叹

“九龙出水”景观的奇
绝；在薛城镇囍悦羌绣
非遗工坊，羌文化研学
群体突破10万人次；
在毕棚沟沟口，年轻的
民宿老板迎来一批又
一批游客；在桃坪羌
寨，旅拍馆、咖啡馆等
新业态，成为网红打卡
之地。

据 悉 ，今 年 前 5
月，理县接待游客量同
比增长 11.63%，旅游
收 入 增 长 34.61% 。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王祥龙

“野生”路线“转正”
带火小村庄旅游

甲尔猛措徒步路线。理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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