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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观察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曾雨、李镇海、黄弘）2023年12月26日，在
竹山县堵河流域拦水坝外滩上，十余只野生绿头鸭畅游嬉戏，形成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

绿头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于水生动物，以水中的浮游生
物、野草、线虫、小草等为食。

竹山市民李先生介绍，这群鸭子最近两天来此栖息，由于拦水坝
下水位下降，它们成双成对躲在离人较远的清水或大石头边嬉戏游
水、捕鱼捉虾。其中，公鸭的头顶呈蓝色，身上的羽毛呈蓝白两色，母
鸭的身上和头部都呈花色。

近年来，竹山县全面落实“河长制”“林长制”，不断加大堵河流域生态治
理和退化林修复力度，生态环境逐年好转，吸引了大批绿头鸭来此栖息越冬。

据悉，这是自2015年该流域首次发现越冬绿头鸭种群以来，连
续9年监测到绿头鸭的踪迹。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来过冬的鸟
类已达30多种，不仅有美丽的白鹭、鸬鹚、苍鹭等，更有大天鹅、夜
鹭、鸳鸯、黑水鸡等珍稀鸟类。

绿头鸭连续9年到堵河越冬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朱江、林广鑫、姜谷平）2023年12月25
日，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十巫北高
速（十巫高速郧鲍段）控制性工程——汉江特大桥首对斜拉索顺利
安装到位。

十巫北高速汉江特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钢混组合梁斜拉
桥，全长694米，主梁采用双边工字钢梁加预制混凝土桥面板结
构，钢梁总重达7786吨。全桥共有4×14对斜拉索，在主梁和索
塔上分别采用锚拉板、钢锚箱进行锚固，均设置高强度平行钢丝外
套、高密度聚乙烯护套，单根最长达196米，重16.4吨。此次安装
的1号斜拉索长约61米，重2.99吨，按照“先塔端牵引，后梁端压
锚”顺序施工。

十巫北高速是湖北省“九纵五横三环”高速公路网中“纵八”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34.8公里，计划于2025年建成通车。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优化鄂豫陕边区高速公路
网结构，改善秦巴山片区交通条件、带动沿线特色资源开发利用。

十巫北高速汉江特大桥安装首对斜拉索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徐春晓、董睿）
2023年12月29日，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十堰分中心暨十堰华工激光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在十堰市张湾区建成投产。

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华工科
技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共建的国家级工程
研究中心。华工激光将依托自身的激光技
术，结合十堰市优质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资源和成本优势，在张湾区开展激光应用
示范。

十堰华工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东
风设备制造、湖北人杰特种汽车、湖北国瑞
智能装备等6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他们
将在汽车产业激光加工、激光装备制造及
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

张湾区华工激光项目投产

剑，曾经被大量使用的冷兵器；剑术，海内外
闻名的传统武术文化。时至今日，武当山仍是全
国剑销量最大的区域之一。

遍地都是“持剑人”

2023年12月20日，武当山道家传统武术馆
里，来自云南的张同学正和师兄师弟一起上武当
剑术课，一把长剑被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耍得虎
虎生风。

“剑用起来比较飘逸，在短兵器中上手快、容
易学，所以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武术馆负责人袁
剑桥介绍，当天，就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员正在该馆学习武当武术“套路”。

“武当剑至少拥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谈起武
当剑，坚持练剑20多年的武当市民柴建滔滔不
绝。柴建介绍，至少从宋代开始，武当山上的修
炼者们就开始佩剑了。而武当丹派剑法，作为中
国武术中的一种剑法也逐渐流传开来。因此，凡
是武当弟子，基本上都要入手一把剑。

漫步在武当山特区，碑楼牌匾、门头巷道，随
处可见武当武术的影子，同样随处可见的是背着
长剑行走的人，随便一块空地都可能会有人正在
练习“剑术”。

数据显示，在这个常住人口只有8万多人的
小城里，分布着29家武馆院校，1000多名学员
在“武林高手”的带领下常年在此研修。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所全国唯一以武术命名
的本科高校：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该校主要以
武当武术为学科特色，在校生2000多名。此外，
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游客慕名前来研习武当
武术，这些都为武当太极文化的传承打下了坚实
基础，也是武当剑的固定销售群体。

市场不温不火

2000年，浙江人叶跃平来到武当山特区开
起店铺卖剑，并在2004年注册成立了武当山特
区七星宝剑厂。

说是宝剑厂，其实并不生产剑。“我们都是浙
江龙泉剑的搬运工。”叶跃平笑着说，武当山本地
卖的剑，基本上都是从浙江进的货，还有小部分
高端货是从河南棠溪过来的。本地没有专门的
生产厂商，顶多是做外来散件的再加工。

说话间，来自珠海的王女士在武馆师傅的带
领下，前来挑选自己的练功用剑。试了一圈之
后，最终选定了168厘米长的5号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拿起他店铺中的几把长
剑，发现上面都是北斗七星、八卦文化、太极图等
图案，唯独没有看到商标。面对记者的疑问，叶
跃平尴尬一笑，直言这就是武当剑产业当前面临
的最大无奈：论剑在全国各地的销售量，武当山
肯定是第一名，但本地没有一家生产厂商，自然
也就没有武当剑的商标。

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尝试。生意最红火的
那阵子，叶跃平曾经请了几十个工人从事武当剑
的生产。“我们当年都是把铁棒锻打成剑的，从锻
打到制鞘每个工种都有，每一道工序都在武当山
完成，可惜这边没有形成产业链。”谈及当年造剑
的情形，叶跃平心中满是自豪。后来，因为成本
不如浙江那边的进货便宜，市场反应冷淡，最后
不了了之。叶跃平回忆，鼎盛时期，山上山下卖
剑的商店超过一百家，自己每年也可以卖出几万
把武当剑。但2012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量都在
下滑，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店铺。

“礼品市场完全走不动了，目前买剑的基本
上都是武当武术爱好者。”谈及武当剑，湖北武
当明强刀剑有限公司高管郑明举言语中充满了
惋惜，当年大家都顾着便宜跑量，没有人注意
品牌和市场的开发，几十年卖的都是差不多的
款式。

今年，在武当山卖了几十年剑的郑明举下定
决心转型，他把武当银街和索道边的店铺进行了
重装，以前以卖剑和卖道服为主，现在则转为售
卖黄精、艾等康养用品。

“这也是无奈之举。”郑明举说，现在想买个
剑回家，火车上不让带，进屋后找不到地方挂。
卖出去了上百万把剑，郑明举感受到的最直观变
化就是：以前卖的都是装饰用的宝剑，大家作为
旅游纪念品买回去送亲朋好友或自己把玩，如今
卖得最火的则是小孩子的玩具剑。

与时俱进重振武当剑

一边是越来越火的武当山旅游和太极文化，
一边是日渐萎缩的武当剑产业，冰火两重天的境
遇让人感叹。

“武当剑产业的市场还是有的，每年销售额
在千万元以上。”叶跃平等资深商家这样估算。

“不是大家不喜欢剑了，而是武当剑也要与
时俱进。”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学术研究中心
主任杨理胜建议。

湖北省博物馆的一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说
法：该馆入馆游客，“00后”超过“90后”，23岁以
下的游客成为假日旅游的“主力军”，几乎占据半
壁江山。每逢节假日，省博“越王勾践剑”展厅
前，参观队伍排成“长龙”，以年轻人居多，“王者
之剑”的圈粉实力可见一斑。该馆中以“天下第
一剑”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的系列文创，品类齐全，
除了有仿制的越王勾践剑摆件，还有“江湖”茶具
套装、越王勾践剑U盘、越王勾践剑书写笔和越
王勾践剑交通卡等。由于荆楚文化特色浓郁、价
位适中，销售异常火爆。

此外，大英博物馆的小黄鸭、敦煌滑板、翠玉
白菜伞……它们先行的步履中，都有着相似的探
索和勇气。与时俱进，开创新的产品应用场景与
销售模式，这或许是武当剑下一步创新发展的新
出路。

武当剑产业
何日“出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夏永辉
通讯员 兰芳 喻鸣

武当山在这里
十堰变“地域焦虑”为“发展势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通讯员 李启东 段吉雄

世界文化遗产、“欧洲人
最喜爱的中国十大景区”、国
家 5A 级景区……说起武当
山的名号，十堰人很兴奋：大
山驰名中外。

但问起武当山在哪里？
十堰人却很焦虑：泉州人说
武当山在福建，邢台人说武
当山在河北，南阳人说武当
山在河南……

“要实现武当山与十堰
画等号！”为此，2023年8月，
十堰市委六届五次全会提
出，要通过“问题大解决、资
金大投入、景城大发展”擦亮
武当品牌，加快将武当山打
造成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
月至 11 月，十堰市武当山接
待游客771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76.3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66.22%、110.42%。

“没有哪一座山，有武当山这么受追捧！”
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湖北汽车工
业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
中心主任杨立志说。

“泉州也有武当山！”杨立志说，从福建泉州
市时代广场，步行约500米，就可以看到位于丰
泽区东海镇的“武当山”。2006年，这个“武当
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在山西吕梁市，4A级景区北武当山，被誉为
三晋第一名山、北方道教圣地，主峰叫真武峰。

“燕赵名山，道教圣地！”进入河北境内，
随处可见“北武当山”的宣传语。这座位于邢
台市的“武当山”，与十堰武当山一样，主峰上
建有真武庙，山上有南岩宫等古建筑。

“知道武当山吗？”“知道！”
“知道武当山在十堰吗？”“不知道！”
十堰人进京赴沪到外地，喜欢打出“世界

名片”武当山，但答案让人失落：世人皆知武
当山，却不一定知道十堰在哪儿。

河南人说，史书记载武当山属南阳。他
们找来《汉书·地理志》，秦置南阳郡，设武当
县，县南有武当山。

在省内，襄阳人说，明代地理学家、旅行
家、文学家徐霞客有一篇游记，题目就是《游
太和山记湖广襄阳府均州》，如今，襄阳市内
还有一座真武山，号“小武当”。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武当”命名的山，
多达20多座。

地理位置上的失落，已经让十堰人“上
脑”。

但让十堰人更焦虑的是：武当文化在哪？
“武当文化能够影响世界！”杨立志介绍，

武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原创性、独特性的重要象征，
内容包括建筑、音乐、武术、康养等诸多方
面。武当文化提倡的“重人贵生”“诚信向
善”，有助于以文化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有助于
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合太
和”“万国咸宁”，有助于文化交流互鉴，共同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但武当文化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杨立志说，一直以来，湖北更多地紧盯长江文

化、荆楚文化、三国文化，少有提及
武当文化，至今省级没有一
个武当文化研究院，仅有一
所大学将武当文化研究与传
播列入研究项目，学术影响
力远远不够。

2023年10月，世界武当太极
大会在十堰武当山玉虚宫隆重举
行。此次大会，举办了包括第七
届武当太极拳国际联谊大赛、“遇
见武当”青年艺术节、百名中医问
健康、武当寻迹话世遗等活动。

“武当山这个龙头活了，十堰
文旅就活了。”杨立志说，武当山
是“世界级名片”，而且是土生土
长的。武当山景区及山下集镇空
间小、承接能力有限，十堰市作为
武当山旅游的集散地、承接地，能
为武当山发展提供纵深。同时，
要深入研究、打好武当文化牌，用
武当文化塑造十堰旅游，以精品
旅游彰显武当文化。

为此，十堰市实施“‘一山’带
‘群山’”战略，出台《突破性发展
生态文旅康养产业三年行动方
案（2023—2025年）》。依托武当
山品牌，把十堰城区建成游客消
费体验目的地，把武当山建成十
堰城市客厅，推进“景城一体化”
发展；以武当山为龙头，构建“环
武当、大武当、泛武当”旅游环线
和旅游经济圈。

“一山”带动“群山”。全市94
家A级景区，由城到村、由点到
线、以线带面，形成全域一体态
势。

“武当山不仅是十堰的，也是
湖北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十
堰市市长王永辉说，武当山与十
堰画等号，要点在于让十堰走向
世界。

2023年8月，十堰市委决定，
推动中心城区加快向武当山延伸
拓展，围绕140平方公里、140万
以上人口目标，高标准谋划建设

“武当新区”，推动中心城区与武
当山、丹江口连成一体，实现“仙
山、碧水、汽车城”的聚合裂变。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以武
当山为龙头，十堰市谋划重大文
旅项目249个，总投资910亿元。
2023年1月至11月，全市签约文
旅康养项目104个，协议金额近
700亿元；在建文旅项目64个，总
投资600亿元。

“‘武当山茶’这个品牌，真的值钱！”2023年仲秋，
竹山县城关镇宽坪村千亩茶叶基地里，茶农李建华拎着
采茶机采摘秋茶。

李建华介绍，以前用自有品牌，市场局限在县内。
2019年，加入“武当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后，茶叶很快进
入武汉、西安、北京、东北以及欧洲市场。如今，原来废弃
的夏叶秋叶，经加工可以销往国外，每亩增收2000多元。

“‘武当’牌，助力打开了市场。”十堰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肖旭介绍，2023年3月，十堰依托武当文化及茶叶
高香、有机的地域特色，整合300多家茶企83万亩茶叶
基地，共铸“武当山茶”品牌，仅开发夏秋“大路茶”一项，
就增产8000多吨，茶农增收15亿元。

面对“武当山究竟在哪里”的疑问和焦虑，十堰人将
之变为发展动力，以武当文化为发展赋能。

2023年“五一”，离武当山风景区60多公里、车程
50分钟的汉江畔，十堰市郧阳区点亮“武当不夜城”。
这是国内首个以武当文化为主题，集节点演艺、特色美
食、文创零售等复合业态于一体的不夜城项目，开街3
天便吸引周边逾37万游客。今年1月，“武当不夜城”
获评第三批省级特色商业街。

武当山矿泉水、武当山黄酒、武当蜜桔……一批十
堰优质产品被冠以武当文化IP；武当山机场、武当广
场、玄岳大道、紫霄大道……一批十堰城区基础设施被
赋予武当文化元素。

“十堰加速城市与景区的物理连接，让‘山’与城融
合。”该市住建局局长龙春来说，2022年，十堰投资100
亿元，新修全长58公里、双向四车道的一级公路玄岳大
道，将来武当山与郧阳、张湾、茅箭、丹江口连为一体。
如今，武当山周边已形成1条高铁、3条高速、3条一级
路的骨干路网，武当山与十堰市内各县市（区）进入“1
小时交通圈”。

与此同时，十堰用现代数字技术，拉近武当文化与
世界的距离。2023年3月，武当山旅游特区推出“千峰
来朝，武当金殿”数字文创产品，游客在手机上即可领略
600年前绝世之作的风采。

武当文化新项目不断推出。2023年中秋、国庆假
期，《传奇·太极武当》歌武剧、《武当寻梦》沉浸式夜游等
上新；首届世界武当太极大会吸引33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名中外友人前来，现场
签约文旅项目20个，投资
总额达283.3亿元。

雪中武当。（通讯员 程鹏 摄）

太极武当。（通讯员 万贻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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