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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文化强市

本报讯 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增强少儿读者对自然节气和民俗文化
的认知与兴趣，近日，义马市图书馆开
展“七色花爱创意”少儿公益培训课（第
十九期）——冬至手工粘贴画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体验冬至的
韵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共 20 余名
小读者和家长参加活动。课堂上，志愿
者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冬至”这一传统
节气的由来、习俗以及饮食文化特色

等，向小读者们介绍了用黏土制作“饺
子”的方法。大家拿到材料后都迫不及
待地选择喜爱的颜色做了起来，不一会
儿的工夫，一件件漂亮可爱的作品就在
他们的小手中诞生了。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让参与活
动的小读者们学习到了冬至的相关知
识、体验到手工创作的快乐，感受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传
统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义马市图
书馆工作人员表示。 （王韶娟）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为提升三门
峡市餐饮行业宴席设计、烹饪及服务水
平，挖掘传统地方特色宴席，保障食品
安全，促进全市餐饮业健康发展，从今
年 9 月开始，三门峡市餐饮与饭店行业
协会在全市开展对十大名宴和十大地
方特色宴席的申报和评定工作。近日，
在该协会最后一站“特色宴席评比”品
鉴活动中，三门峡市金玫瑰大酒店推出
的“中流砥柱宴”获得一致好评。

据了解，作为大赛申报单位，金玫
瑰大酒店精心推出的“中流砥柱宴”，以
砥柱精神为主题，集三门峡历史文化、

黄河文化、诗词文化、饮食文化、药膳文
化于一体，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席舌尖上
的文化盛宴，令人拍案叫绝。该宴席共
有 16 种 菜 品 ，三 种 风 味 小 吃 ，一 道 汤
品。菜品名称及装饰造型也均以砥柱
为主题，用“砥柱人间是此峰”“浪急江
流冲砥柱”“岁寒砥柱屹中流”等诗词命
名，富有文化内涵。

食客们品尝时连连称赞：“这道宴席
形、色、味俱佳，设计独具匠心、造型新颖
别致，充分展现了厨师巧夺天工的技艺
和酒店不断强化的产品品质与服务水
平，助力三门峡餐饮行业繁荣发展。”

本报讯 一棵棵树木绕红添彩，一
间间房屋装饰一新，一串串大红灯笼高
高 挂 起 ……2025 年 元 旦 即 将 来 临 ，近
日，渑池县洪山康养旅游度假区换上

“新装”，张灯结彩迎接游客到来。
据了解，该休闲度假区由渑池县洪

山养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
设，以始建于唐代、距今 1300 余年的洪
山寺佛教文化遗址为基础进行规划设
计。度假区地理位置优越，夜间可远眺
义 马 与 渑 池 县 城 ，灯 火 辉 煌 ，美 不 胜
收。度假区共分为木屋民宿区、家居小
院区、康养酒店区、医养中心区、文化广
场区、亲子乐园区、生态果蔬区、森林氧
吧区和农事体验区 9 个功能区，绿化面
积 10 多万平方米。各区域景观各具特

色，配套建设道路、电力、水利以及服务
中心、多功能餐厅、商业街、接待中心、
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同时建有戏曲长
廊、国学研究院、演绎大舞台等文化娱
乐设施以及羽毛球场、门球场、毽球场、
乒乓球室、台球室、健身步道等体育活
动场所。现已建成木屋民宿 35 栋，服
务设施已基本建设到位，韶风亭、荷兰
大风车、十里桃花、格桑花海、韶韵飞瀑
等景点已建成并成为网红打卡地。

“我们能为游客提供吃、住、娱、体、
劳的一条龙服务，是人们避暑、避霾、养
生、养心、养老、研学、亲子教育等的理
想康养旅游度假田园观光地，欢迎广大
游客前来体验。”度假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 （王舟舟）

近年来，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大力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三门峡文旅品牌
和“圣地仰韶·花开中国”文化品牌、“黄
河明珠·天鹅之城”城市品牌，培育文旅
融 合 新 业 态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呈 现 新 景
象。三门峡市广电媒体牢牢把握重要
机 遇 期 ，结 合 媒 体 融 合 改 革 不 断 探 索

“广电+文旅”的新模式，在文旅的品牌
宣推、创意策划、热点打造等方面更好
发挥自身公信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拓
展传播渠道，积极塑造具有高辨识度的
文旅形象，取得良好效果。

扩容“赛道”打造专业平台

《三门峡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提出，着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加快构建黄河文化传承创新区和
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三门峡市文广
旅局抢抓发展机遇，实施文旅融合发展
战略，主动顺应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发展
趋势，成功争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
同意，将三门峡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更名为“文旅频道”，成为推动三门峡文
化旅游发展、宣传三门峡旅游品牌形象
的崭新窗口。作为文旅融合专业化宣
传推介平台，该频道紧扣“文”与“旅”的
核心精髓，深度耕耘本土景点的文化底
蕴与独特风貌，不断深化三门峡文化、
旅游和媒体各领域的跨界融合，强化与
各地的文旅媒体联合、文旅企业合作。
通过一系列高效能的宣传推广与市场
营销策略，擦亮“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
城”“黄河明珠”“仰韶文化发源地”等城
市名片，让三门峡文化“热”起来、旅游

“亮”起来、文旅经济“活”起来。与此同
时，该频道紧跟电视频道专业化的时代
浪潮，精准定位频道方向，科学编排节
目内容，栏目设置分文化、旅游、乡村振
兴和文艺体育板块，共有《文物会说话》

《小路说》《独白》《一起去打卡》《家乡
的味道》《乡村为家》《仰韶面对面》《崤
函戏苑》《非遗三门峡》《诗画三门峡》

《三门峡文旅歌曲展播》等 18 档节目，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有 思 想 深 度 、有 情 感 温
度、有艺术品质的融媒体精品。三门峡

文旅频道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
游宣传阵地和文旅融合专业化宣传推
介平台。

整合资源 拓展宣传渠道

我市广电部门充分发挥媒体融合
优势、资源整合优势、品牌推广优势，链
接更多社会资源、商业资源、生活资源，
推动广电融媒体与文旅产业在资源、服
务、信息等方面的融合共赢，实现以高
质量融合传播助力高质量文旅融合发
展。围绕“新河文山农”五篇文章，积极
拓 展 文 旅 产 品 销 售 渠 道 ，参 与 城 市 宣
传、景区推介、农产品带货、非遗文创产
品推介等。组织开展“崤函正春风”主
题报道，开设《崤函向新行》《黄河好丰
景》《圣地仰韶 花开中国》《绿水青山看
崤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专栏，多元
发布，多频共振，深度介入，提炼大屏、
小屏新闻点和网络爆发点。在抖音、微
信线上平台先后与汉山、娘娘山、双龙
湾、燕子山、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豫西大峡谷等
景区合作，短视频营销推介三门峡旅游
的好去处以及各项文体旅融合活动，解
锁三门峡的全新玩法，提供贴心旅游服
务信息，形成了矩阵式宣传模式。携手

传漆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
递雕漆非遗技法及传承手艺，让观者深
刻感受非遗的魅力，为我市旅游业注入
更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组织开展“追
梦天鹅，保护自然”河南三门峡大天鹅
迁徙足迹追踪活动，行程 3500 公里，在
各级媒体发稿 30 多条，不仅为大天鹅
迁徙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
也 吸 引 大 量 省 内 外 游 客 前 来 观 赏 、打
卡，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成
为享誉周边的网红打卡地。通过线上
线下的有机融合，不仅拓展了广播电视
同文旅产业的全链条合作模式，拓展文
化传播的渠道，更让三门峡的文化旅游
魅力得以生动展现。

多维展现 塑造品牌形象

依托三门峡区域文化、民风民俗、
人文历史等优势资源，通过广播、电视、
公众号、抖音号 、视 频 号 等 平 台 ，多 视
角、广维度、快速度展现三门峡城市形
象，积极宣传推介我市文创产品、文旅
经济、文明实践成果，讲述好三门峡故
事 ，系 统 性 讲 好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
的三门峡智慧，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
结合”，助推我市文化强市进程。多年
来，我市广电部门深耕本地，通过挖掘

和 发 展 本 地 资 源 ，坚 持 将 精 品 创 作 放
在 首 位 ，注 重 广 泛 撬 动 社 会 资 源 提 供
精 准 服 务 ，塑 造 出 独 特 的 三 门 峡 文 旅
品牌形象。组织创作具有本地特色的

《仰韶花开》《和你一起看天鹅》《黄河
岸边》《宝宝年年来我家》《家乡的地坑
院》《清水黄河荡三门》《打卡三门峡》
等 10 余件优秀原创歌曲、舞蹈。尤其
是为助力加快构建黄河文化传承创新
区 和 全 国 知 名 旅 游 目 的 地 ，广 电 媒 体
对 内 聚 力 、对 外 借 力 ，依 托 精 品 力 作 ，
推动三门峡文旅从“入圈”到“出圈”、
从“破圈”到“融圈”。先后涌现出《大
天鹅》《鹭世界》《非遗三门峡》《崤函蝶
变》等 一 批 优 秀 纪 录 片 精 品 ，打 造《文
物会说话》《小路说》《二十四节气》《诗
画三门峡》《独白》《品读》《天南海北大
坝人》《法佑黄河》《早安三门峡》《大河
记忆》《崤函商道》《党风政风热线》《小
记者》等特色品牌栏目，“黄河明珠·天
鹅 之 城 ”城 市 品 牌 形 象 和 文 化 软 实 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多媒共语 增强宣传动力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我市广电媒
体积极秉持互联网思维，深刻洞察并聚
焦大众需求，精心构建立体化、全方位
的传播格局。这一变革不仅标志着从
传统的“党媒独语”模式向“多媒共语”
新时代的跨越，更极大地增强了新闻舆
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为三门峡的文化
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三门峡“文
旅频道”携手三门峡文旅集团，共同策
划并成功举办了“崤函情”五地市融媒
体集中采风活动、仰韶文化调研行、十
八地市广电媒体高质量发展采风行等
一系列活动，不仅促进了广电媒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也为我市文化旅游宣传
开辟了全新窗口，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丰收。此外，我市还强化与周边
媒体合作，与山西运城、陕西渭南共同
建立了豫晋陕媒体联盟，借助这一平台
成功举办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首
届模特大赛和青歌赛，通过市场运作与
媒体宣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与好评。

“广电+文旅”双向赋能高质量发展
王丽

三门峡市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家乡的味道》栏目封面 资料图

近日，卢氏县文峪乡灰堆石村因百
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成为摄影爱好者竞
相前往的热门拍摄地，其中，珍稀的红
腹锦鸡更是大家镜头下的“明星”。

这片位于卢氏县文峪乡灰堆石村
增沟组的区域，山水相依、植被繁茂，为
众多鸟类营造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
里的美丽景象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守护，
李双喜 2015 年退休后，发现大雪封山后
红腹锦鸡无处觅食，出于对鸟儿的喜
爱，他便自费购买玉米、小麦等食物在
家门口的山梁上撒食，10 年来从不间
断。通过长期喂食，红腹锦鸡仿佛心有
灵犀，每天如约而至，从不缺席，因此这
里成了一个理想的拍摄点。

近年来，卢氏县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扎实开展“百鸟翔集”生态景
观行动，精心打造了多处观鸟胜地，推
动“鸟经济”不断升温，助力“文旅医养
一体化”建设，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画卷。今年，卢氏县整合资
源，以灰堆石村观鸟点为主，着力打造
凤凰谷景区。景区不仅铺设柏油路，还
增设观鸟台、休闲步道与科普教育区，
为游客提供了更优质的游览体验和观
鸟条件。红腹锦鸡、画眉等 20 多种鸟
类栖息于此，每至清晨与傍晚，霞光洒
下 ，飞 鸟 翔 空 ，百 鸟 争 鸣 之 声 不 绝 于
耳。它们在林间踱步、觅食，其灵动之
姿与周边的自然景致完美相融，构成一
幅绝美画面，让摄影爱好者沉醉其中，
不惜长时间蹲守，只为捕捉那稍纵即逝
的惊艳瞬间。

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资深摄影
爱好者张先生表示：“我去过很多地方
拍摄鸟类，但卢氏县灰堆石村拍摄点最
惊艳。这里的生态环境太好了，鸟儿都
很自在，尤其是红腹锦鸡，拍摄它们的
过程充满了惊喜，拍摄点的设施也很贴
心，让我们拍摄更加方便和舒适，我一
定会推荐给更多的摄影朋友。”

12 月 23 日，在卢氏县
莘川坊特色商业区，工人
忙 着 在 行 道 树 上 布 设 彩
灯。据了解，该商业区以
仿古式建筑融合现代化商
业 街 巷 建 筑 设 计 风 格 打
造 ，投 入 运 营 后 ，可 带 动
2000 余人就业。

李东阳 摄

冬季是最佳的酿酒时节。近日，陕州
区甘棠街道新桥村村民于建华的家里酒
香四溢，沁人心脾。近十年来，于建华坚
持用传统古法酿制白酒，在当地小有名
气，每年冬季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而今
年与往年大不相同——有了标准化生产
车间，并且是“持证”生产，注册商标销售。

“今年夏季，在市、区市场监管部门
的指导下，我投资建设了标准化生产车
间，还成功办理了生产许可证，注册了商
标，更换了包装，今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生产销售了。”于建华的喜悦之情无以言
表。

于建华今年 57岁，是退役军人，中共
党员，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在家人的
熏陶下，他从小就对国学和传统文化产
生浓厚兴趣。因为喜欢书法，也能写一
手好字，他平日里喜欢结交一些书画家、
文人墨客。交流学习中，大家免不了饮

酒助兴，从中学习到中国酒文化的博大
精深。渐渐地，他有了尝试酿酒的念头，
但苦于没有技术，一直没能如愿。

9 年前，一次春节聚会，他在饭桌上
提及酿酒的想法，得到岳母的大力支持，

“不用东奔西走求人拜师了，我就会！”于
建华顿觉大喜过望。原来，老人家祖上
曾在陕州老城开酒坊，对酿酒技艺了如
指掌，只是后来一直生活在乡下，没有条
件重操旧业。

经过老太太的悉心传授，于建华得
知：陕州酿酒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工
艺流程，既不同于浓香型的窖池发酵，也
不同于清香型的地缸工艺，它是一种介
于清香型和酱香型之间的独特工艺。此
外，酿酒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采曲，传
统酿酒在每年中伏节气阳气最盛的时
候，用本地生产的小麦、玉米、黄小米、高
粱、豌豆，加上大米、糯米粉碎后按照一

定比例泡粮、闷粮、蒸粮、摊凉后加曲糖
化、配糟入窖发酵。在立冬节气后，固态
蒸馏出第一道酒，然后酒糟再次加粮拌
曲重新发酵、蒸馏出酒，循环往复 3 次才
能酿出上好的白酒。

说干就干，在岳母的指导下，于建华
反复尝试获得成功，并将酿制成功的白
酒 送 给 亲 朋 好 友 品 尝 ，大 家 都 赞 不 绝
口。2022 年，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的一
位主管领导到新桥村参加活动，无意中
发现了于建华的酒坊，经过详细了解酿
造过程和品鉴后，对于建华大加赞赏，认
为他酿制的白酒极具特色，若能进一步
按照标准化专业生产规范制作，就能够
在市场上销售了。于建华听从建议，积
极改造“土作坊”，2023年，三门峡市市场
监管局和陕州区市场监管局安排专业人
员对酒坊的生产布局、生产设备及工艺
流程进行了详细指导，经严格评审、检测

后，最终颁发了相关证书。注册营业执
照时，于建华将自己的酒坊命名为“陕州
区庙底沟传承酒业坊”，该酒坊是陕州区
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经过市场监
管局部门批准生产的正规酒坊。

“感谢政府部门的支持，责任在肩，
我一定要坚守古法传统酿酒技艺，不断
提升品质，为下一步申请非遗传承人做
准备。”于建华表示，经过朋友集思广益，
大家将今冬生产的这批白酒包装命名为

“陕之塬”。
“三门峡的酒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最早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
期。近年来，位于渑池县的仰韶酒业闻
名中外，卢氏县的毛河烧酒也是美名远
扬，但陕州区却始终与白酒无缘，‘陕之
塬’白酒的出现无疑是一大突破。”陕州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也对于建华的
成就赞不绝口。

坚守传统工艺 酿造特色白酒
本报记者 夏泽辉 通讯员 聂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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