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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观察

2月22日6点多，天刚刚亮，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大
里村的赵圆圆就在催促儿子和小孙女赶紧起床，因为
道路结冰，接下来她们要走60多分钟的路，赶到县城
去“看大戏”。

9时08分，“大戏”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正月
十三民间文艺大巡游活动精彩上演。房县县城万人空
巷，整个城区变成一片欢歌笑语的海洋，洋溢着浓浓的
节日氛围。在喧天的锣鼓声中，54个表演方阵从该县
唐城广场出发，一路载歌载舞、踏歌前行，至孙家湾大
桥头结束，巡游路线长达两公里、历时3个多小时。

据记载，房县在农历正月十三上街闹春的习俗起源
于唐代，一直延续至今。每逢正月十三，来自县城及附近
乡镇的群众一大早就会陆续涌向县城，把街道围得水泄
不通，欢欢喜喜庆祝元宵佳节。从1984年至今，正月十
三民间文艺大巡游已延续整整40年。40年来，大巡游
记录了房县的发展历程，也承载着房县人的集体回忆，更
成为了房陵文化和房县春节不可或缺的标识。

组委会介绍，今年的正月十三民间文艺大巡游活动
以“龙腾盛世 福满房县”为主题，由中共房县县委、房县
人民政府主办。本次大巡游有来自各乡镇、县直单位、社
会团体、在房企业的54个表演方队、3000余名演职人员
参加，涵盖了民俗、歌舞、器乐、队列、花车等表演形式。

尽管天上下着小雪，但丝毫不影响当地市民的观看
热情。巡游街道两旁，很多都是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前来
观看，城关镇的小朋友谢怡然一边吃着包子，一边瞪大着
两眼生怕漏过了什么，她笑着说：“早饭都没来得及吃，赶
紧跑过来了。”军店镇方泽怡一家早早赶了过来，只为占
个好位置。游行队伍所到之处，欢呼声、叫好声此起彼
伏，不少市民拿起手机拍照打卡，记录下精彩的瞬间。

网上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让出门在外的老乡也能看
到家乡的“房县大戏”，房县县委网信办特地邀请了几十
名自媒体达人进行现场直播。果不其然，“黄老表无痕”
的抖音直播间里热闹非凡，开播两个小时不到就收获了
2.2万多个点赞，直播间里面网友说得最多的就是：“小的
时候，每到大巡游，我们就早早跑到街边占个好位子。”

踏歌而行庆佳节
——房县正月十三民间文艺

大巡游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宽宏 夏永辉

通讯员 杜达巍 王文童

开街首日引客超10万人次，14天突破100万人
次，今年春节期间日均游客15万人次……位于十堰市
竹溪县的武陵不夜城，于去年12月30日甫一开街，迅
速成为鄂西北网红打卡地。截至2月22日，接待游客
已突破400万人次。

以文塑旅 历史文化古街焕新生

“漂亮、好玩、热闹！”1月30日晚，来自陕西平利
的高中生李中杰，刚放寒假，就再次打卡武陵不夜城，
并赞叹不已，“特别是好多好吃的，来了不想走。”

武陵不夜城的前身就是竹溪县城的西关街。
据《竹溪县志》记载：公元前202年始，竹溪县叫武

陵县，到公元636年废武陵县，时间跨度达800多年。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沿竹溪河建设西关街。

“听长辈说，古时候的西关街里有戏楼、书院、会
馆，非常热闹。”李中杰说，七八岁时第一次来过竹溪西
关街，记得当时房屋破旧，繁华早已不再。

近年来，该县抢抓强县工程、城市更新、文旅发展
等机遇，依托明清一条街西关街重塑武陵古镇，打造沉
浸式文旅产业集聚街区。

“让本地人都想来，外地人必打卡。”武陵不夜城总
策划人张辉介绍，武陵不夜城是武陵古镇的一期规划
项目，总长361米，创新“戏曲+美食”载体，以山二黄
国粹为文化灵魂、以竹溪美食为产业之根，打造文化旅
游、观光游憩、特色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夜游经济
特色街区。

在武陵不夜城的建设、运营上，坚持通过文化植
入、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促进多元素交汇融合，让人
不由得“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让游客仿佛在不经意间
走进桃花源。

多元融合 游客“流量”变“留量”

“尝尝糖葫芦儿”“吃正宗的竹溪懒豆腐喽”……入
夜，武陵不夜城内，小吃店铺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

在美食方面，招揽了主题餐饮、休闲娱乐、特色小
吃、非遗文创、精品零售、特产超市、文化驿站七大经营
业态，已吸引106家商户入驻。不仅聚集起竹溪蒸盆、
竹溪蛋炒饭等本地特色美食，还引来“肯德基”“朝天门
火锅城”等来自一线城市的大品牌落户。主街区的十三
西施美食城，主打格格、懒豆腐、合渣、甜浆子、油层、芝
麻饼等十三道竹溪传统美食，充分展示竹溪当地特色。

文化活动上，在内外街区，花灯游街、二黄华彩、万
方乐奏等活动串联整条街区，生旦净丑，粉墨登场，戏
曲山二黄、武术、曲艺等多元素巧妙融合。

竹溪本地游客王昌林说，在这里不仅能观赏山二
黄、昆曲、越剧、豫剧、秦腔等戏曲国粹，还有武术、杂
技、川剧变脸等非遗表演，“精彩连连，看不过来。”

除了美食、文化活动外，不夜城的景观设计也给游
客带来视觉享受。花式喷泉、雾森激光、全息巨幕、CG
影像、多媒体数控等组合呈现出一场顶级水秀，其中定
制格栅屏幕长108米，最高15米，喷泉最高点可达60
米以上。冲天而起的水柱，纵横交错的激光，交织出一
台台大戏，吸引着游客源源不断驻足观赏、拍照留影。

还有春节前才与公众见面的裸眼3D，逼真震撼，
为游客带来极致的视听享受和沉浸式体验，一推出就
炫酷“出圈”。

今年春节期间，武陵不夜城周边的夯土小镇、肖家
边、黄花沟、皇木谷等网红景点，轮番上演民间春晚、迎
新春惠民演出、民俗大巡游、民俗大拜年、非遗民俗进
景区等15大类文旅活动，陕西安康、湖北襄阳、重庆巫
溪等八方游客前来竹溪观赏游玩，游客总数超过100
万人次。

竹溪武陵不夜城
何以火爆出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通讯员 郭军 李章新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讯员刘
小骄、柯杨、林广鑫）“这条街特别漂亮，只
要天气好，每到周末我们都会过来玩！”家
住汉城时代的张女士聊起小区旁边的“禧
街”，赞不绝口。

“禧街”位于十堰市茅箭区汉城天地
南侧，全长167米，于2023年3月正式建
成，是一条以“禧”为主题的特色文化街
区。它将婚姻登记和口袋公园、绿化长廊
相融合，通过一步一景营造了多个氛围浓
厚、寓意美好的室外浪漫打卡点。

为方便广大市民打卡拍照，“禧街”
共设置有9个打卡点位，分别为开门见
喜、一见倾心、禧事连连、禧从天降、禧出
望外、遇见幸福、花语步道、心有所系、心
心相印。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不少
新人在茅箭区婚姻登记中心领取结婚证
后直奔而来，只为拍照记录下自己的幸

福瞬间。
“禧街”除了颜值高以外，还兼具口袋

公园与绿道的实用性，成为周围居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玩累了，总建筑面积5000
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里吃喝玩乐一应俱
全，其中的书吧、咖啡厅、沉浸式剧本杀以
及国潮餐厅等，更是十堰年轻人休闲娱
乐、放松充电的好去处。

“原来的‘禧街’以停车场为主，商户
较少，改造后的‘禧街’不仅为周围居民提
供了一个休闲休憩点，还提升了婚姻登记
的仪式感。”茅箭区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人罗焕宇介绍，“‘禧街’最高可同
时容纳2500人左右，我们也会定期开展掼
蛋比赛、3V3篮球比赛、露天烧烤、相亲交
友等活动，争取吸引年轻群体参与。”罗焕
宇说，欢迎十堰市的企事业单位来这里举
办年轻人的活动。

3300亩临江宝地建公园

中华水园与郧阳县城一江之隔，紧邻
郧十高速郧阳南出口、十堰大道，交通十分
便利。以前，这里属茶店镇蔡家岭村、长岭
沟村，不仅居住着2703户8513人，还有十
堰市龙岗铸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这么好的一线临江成片地段，若是开
发房地产，收益将非常可观。”李兵介绍，但
郧阳区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区，必须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早在2008年，《郧县长岭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出台，已将现天马大道以北的临
江地带规划为库岸防护林带。2013年9
月，十堰市将此地段规划为南水北调主题
公园，明确提出保留川谷绿地作为绿化廊
道联系内外。

2014年，郧阳区启动中华水园建设与移
民搬迁工作。经过多方协调，挨家挨户做工
作，原居民搬迁安置到茶店镇周边各小区，龙

岗铸造等企业就近安置到十堰高新区。
公园建设中，该区坚持保护优先，依坡

就势，融合生态修复与市民休闲、植被保护
和景观建设，形成一条将生活区与汉江隔
离开来的生态隔离带。

2021年，中华水园正式开园。园区内
的汉水公园、水利文化社区公园、汉石公
园、解放军青年林、同心广场、湿地公园等
六个主题公园，沿着汉江由西向东呈弧形
一个挨一个摆开，形成一线串珠的城市休
憩带，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文化传承、科
普教育等一站式旅游服务与体验。

今年“五一”前后，中华水园最后一个
主题公园湿地公园将全面建成。“届时，市
民就又多了一处亲水好去处。”李兵说。

年游客量超100万人次

走进中华水园，有百棵名木组成的南
水北调纪念林、8965块郧阳老城旧砖铺成
的步行小路、儿童嬉戏的乐园……

“这里春看百花，夏兜江风，秋观碧水，
冬赏雪景，一年四季美景不断。”邓涛自豪
地说，经常向同事、朋友推介这里，很多人
选择在这儿拍摄婚纱照。

李兵介绍，现在园区基本月月有活动，
成为全区乃至全市文娱活动举办首选地，
公司团建、学校夏令营等活动都到此举
办。自2021年开园以来，平常周末日均游
客超过1万人次，五一、国庆、春节等假期，
日均游客在3万人次以上，年游客量超100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碰上天气晴好，游
客超20万人次，每天汽车都停好几公里。

在园区免费对外开放的同时，园中还
有精致的国潮场景灯光、超大的户外拓展
露营地、迷人的生态绿色花卉景观研学营
地等30余项游乐项目。

“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变流量
为‘留量’、‘过客’为‘回头客’。”李兵介绍，
中华水园每年维护提升项目投入近1000
万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园区运营在坚
持生态优先基础上，利用现有资源，适当布

局经营性游乐、露营、小吃店铺等项目，既
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也增加了园区营
收，基本实现“以园养园”，从财政拨款到经
营运营的转型。

如今，在园区，游客累了，不仅可以品
尝到郧阳酸浆面、三合汤、蛤蟆咕咚、神仙
叶凉粉等郧阳风味小吃和特色美食，还可
以到读书角沐浴书香。

在同心广场，一间72平方米的“学习
强国”市民读书角，配备图书近3000册、2
套书桌、12条凳子，并在室外空地上摆放
长条凳30个。游客可以在书屋内阅读，也
可借阅后在园区内阅读。“孩子玩累了，休
息时带他们来读读书，也是一种放松、享
受。”邓涛说。

李兵介绍，截至目前，中华水园已累计
开展各类活动2000场次，成功创建3A级
旅游景区。未来，中华水园将对标5A级
景区标准，全力打造成国内一流的集滨湖
观光、旅居康养、休闲度假、文化娱乐于一
体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临江宝地不搞开发建公园
郧阳区居民尽享绿色福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通讯员 刘骄 李尚菲 王楚云

“这里离家近，很方便。”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七，抓住春节假期尾巴，家

住十堰郧阳城区的居民邓涛，带着一家四口，来到中华水园同心广场游玩。

中华水园北临汉江，南临郧阳天马大道，面积达3350亩，是国家级南水

北调主题公园、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组成部分，同心广场是中华水园

六个主题公园之一。

“把好地段留给广大市民，享受南水北调带来的‘绿色福利’。”湖北汉江

之星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兵说，一面是浩瀚汉江水，一面是千亩

城市公园，是市民休憩、游玩的好去处。

中华水园同心广场游人如织。(受访单位供图)

禧街”成为本地年轻人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受访单位供图)

“禧街”成为市民潮生活打卡地十堰全面推进
城区休憩地建设

湖北日报讯（记者夏永辉、通讯员
李飓、姜谷平、董睿）“下楼就是公园，边
锻炼身体边欣赏美景，感觉非常好。”2
月23日，雪后初晴，居住在十堰城区北
京路百强世纪城的刘女士，带着4岁的
儿子来到健康步道散步。

去年以来，十堰市大力推进城市休
憩地建设，提出结合优质的自然山水本
底，谋划休憩地规划布局，形成“一心四
带”的城区休憩结构，以健康步道为纽
带，串联各类休憩空间集聚区，形成主城
休憩核心区。

目前，该市中心城区共有休憩空

间 230个。从 2023年到 2025 年新建
83个休憩地项目，其中，张湾区重点项
目 39 个，十堰大剧院项目总投资 4.8
亿元，项目完成后将和北侧奥体中心
形成一片完整的综合文体休闲区；茅
箭区重点项目33个，包括林荫大道山
体游园、中央文化区烟火市集、大川凤
鸣山景区等。

已建设的城区休憩地，成为市民休
闲、旅游的“网红”打卡点。十堰城区山
体健康步道一期工程自去年10月18日
建成开放以来，至今年1月7日接待游
客已超过100万人次。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寓教于乐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讯员

刘小骄、柯杨、林广鑫）今年元旦期间，十
堰市北京中路与重庆路交会处的锦绣园
人防工程地面游园，经过升级改造后正
式亮相，成为该市又一座垃圾分类主题
公园。

2月 22日下午，记者现场探访时
发现，尽管天气很冷，但丝毫不影响周
围民众的游玩热情。游园里人很多，
有的在拍梅花、有的在跳舞、有的在运
动、有的在玩雪，还有的在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

“今天天气不好，否则人更多。”69
岁的郝师傅是公园里的常客，按照他的
说法“晴天的时候，自己来都不来这里，
人太多了，闹得很！”

郝师傅口中的“闹得很”，正是祝雨
桐奶奶看中的地方。“这里空气好，环境
漂亮，人也多，桐桐每天从幼儿园放学
后，我都会先带她到这里玩一阵再回
家。”

锦绣园地面游园东与锦绣园毗邻，
南临重庆路、西接北京路，北靠自然山
体，总面积达14000平方米，游园集城
市文化、体育、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周
围小区众多。茅箭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工
作人员介绍，2023年12月，该局联合二
堰街道城建办、锦绣园社区等对游园进
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既保留了原有
的娱乐区、健身区等场地，同时将垃圾分
类的元素、主题、理念融进游园中，力图
将游园打造成为集垃圾分类科普知识宣
传、分类互动体验、智能回收演示为一体
的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内精心布置的
垃圾分类宣传栏、别具一格的垃圾分类
科普牌、丰富多样的垃圾分类元素共同
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条科普长
廊，巧妙融入了垃圾分类原则、垃圾分类
方法等内容，生动而又时尚，让市民在休
闲、健身、娱乐的过程中了解垃圾分类的
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