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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诗意纳四方
达州市2023年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综述
“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的刚毅，又有鱼米之乡的柔美。”这是近年来众多游客来达州游玩的切身感受。

依托迷人的巴山风光、神秘的巴人文化、多彩的巴渠风情等资源，达州市逐渐形成了以八台山、巴山大峡
谷、五峰山、峨城山为代表的奇山异水景区，以真佛山、賨人谷为代表的文化旅游景区，以万源保卫战战史
陈列馆、神剑园和宣汉县红三十三军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景区。

昔日达州，是雄奇大巴山下，开凿出的一方四达之地；是滔滔渠江水域，浸润出的一座豁达之城。今日
达州，背靠千年巴人文化，面向新时代发展大潮，挥如椽大笔，勠力书写巴人故里的文旅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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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
建设巴文化高地

2023 年 4 月 27 日，备受瞩目的全国
首个巴文化主题博物馆——罗家坝遗址
博物馆正式开馆，一段尘封了3000多年
的巴国文明就此揭开神秘面纱，重现在世
人眼前。

这是我市加快传承弘扬巴文化的一
个片段。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
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
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从夏商到秦汉，达
州就是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带，有着璀璨的
巴国文明。立足厚重的文化底蕴，达州选
择将巴文化作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内核，激
活内生动力。

致力于巴文化挖掘。2023 年，罗家
坝、城坝遗址考古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
米，城坝遗址津关区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郭家台城址区发掘出部分城墙遗址。罗
家坝遗址博物馆正式开放；城坝遗址考古
工作站完成主体工程。

为提升巴文化学术影响力，达州强化
研究阐释，成功举办“巴山论道”寻巴觅踪
川渝地区巴文化研究论坛，出版《印象达
州·达州历史拾遗》《巴文化史话》《巴文化
纵横》《“巴小虎”恐龙时代冒险记》等 21
部文学读物，在核心期刊《四川文物》《中
华文明论坛》等登载巴文化研究论文 30
余篇。

此外，不断强化巴文化的保护利用。
印发《达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巡查检查
办法（试行）》，公布达州市第五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名录（18 处）、达州市第一批
红色文化遗存名录（25处）和达州市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8
个），成功申报首批四川省文博研学基地
2家和首批四川省文博研学课程3个，万
源马鞍寨摩崖造像成功申报第一批四川
省乡村石窟文化公园（微景观），法门武术
等 6 项非遗项目成功入选第六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名
录，我市省级非遗项目增至36项。

争创一流
文旅事业蓬勃发展

文旅事业的发展影响着一个城市的
整体实力，是城市的“软名片”。如何让这
张“名片”叫得响、能发光，如何让文化旅
游资源走向大众，助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
实现快速发展？达州在思考，也在行动。

2023年10月30日晚，由达州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出品的大型音舞诗剧《川剧
里的中国》惊艳亮相第三届四川艺术节精
品剧目展演。

《川剧里的中国》以川剧博物馆解说
员代表新生川剧受众，演出通过穿越时空
的对话追寻川剧流变的进程。诗意的语
言表达、唯美的舞蹈体语、写意的川剧音
乐、鲜为人知的川剧故事，使全剧戏剧情
节扣人心弦，情绪跌宕起伏，带给在场观
众强烈的视听和艺术享受。

在达州，像《川剧里的中国》这样优秀
的作品，还有很多。

大型新编川剧《马多福的金饭碗》获
四川文华奖戏剧文学奖。戏剧小品《你是
我的眼》《柚子花开》获四川省第十九届戏
剧小品（小戏）比赛一等奖和三等奖；曲艺
节目《话麻》、戏剧小品《你是我的眼》《柚
子花开》、巴山蒲公英合唱团获四川群星
奖，位居全省第三；舞蹈《白虎巴人》获
2023四川舞蹈新作比赛三等奖……

2023年，达州不断加强文艺创作，佳
作频出，影响空前。

与此同时，达州积极开展品牌创建工
作。巴山大峡谷创5A通过国家景观资源
评审，全市12个五级旅游资源点入选《四
川第一批中国特品级旅游资源推荐目
录》；万源市成功创建为天府旅游名县和
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宣汉县荣
获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并成功
创建四川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2023 年，成功创建 2 个 4A 级
旅游景区、2个3A级旅游景区、1个省级
旅游度假区、1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达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诗和远
方”。

文旅融合
文旅产业强劲复苏

漫步在宣汉县月亮坪乡村振兴示范
区，观赏 2 万亩天然阔叶原始林，体验蜿
蜒盘旋的“520生态绿道”，享受浓浓的浪
漫文化气息。

“去年 8 月开园以来，吸引了川渝陕
等地游客18万人次，营业收入2300余万
元。”宣汉县文体旅局局长吴熠介绍，“通
过文旅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火起来’，
实现了一方水土养活一方百姓。”

如何推进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多方
位、全链条深度融合？如何推动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达州给出的答案是：加速文
旅产业提档升级。

出台《达州市“引客入达”旅游营销奖
励办法》，截至目前，引客入达申报人数共
20956 人，奖励资金 50 余万元。成功举
办“唱响大巴山”达州群星演唱会、2023

“荣耀盛典”群星演唱会，吸引本地市民及
外地游客5万余人现场观演，直接带动旅
游、交通、住宿、餐饮等消费近 5000 万
元。印发《关于下达2023年全市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经济指标目标任务的通知》等
文件，预计全市2023年101家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20亿
元。持续推动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川
陕苏区红军文化公园、巴蜀非遗文化产业
园3大项目建设。

为不断丰富旅游新业态，持续推动神
剑园景区等红色旅游项目建设，推动我市
2 村入选第三批天府旅游名村，5 村入选
第四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民宿入选
第三批天府旅游名宿。利用巴山大峡谷、
神剑园、賨人谷、红色渠县纪念园等省级
研学旅游实践基地品牌，推出研学体验活
动 100 余场。预计 2023 年全市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研学旅游接待游客分别达
650 万人次、2500 万人次、60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26 亿元、75 亿元、1 亿
元。

为扩大达州文旅影响力，策划推出
“文旅局长说文旅”系列短视频，召开万达
开云文旅一体化协同发展座谈会，举行达
州文化旅游西安推介会等活动，吸引江
西、陕西等地多批次团队游客来达旅游，
预计 2023 年全市旅游接待突破 1800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260亿元。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如今的达
州文化更有活力、旅游更有魅力，文旅融
合正为达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
竭的动力源泉！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韩淑予

游客在巴山大峡谷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