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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人民中心原则规划和打造特色文旅线路

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引导，坚持人民中心是

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求。根据不同社会团体和游客的需

求，针对性地打造一条精品文旅线路，是宝成铁路文化

资源开发的重要依托。第一，厘清宝成铁路文化的构成

要素：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有关部门和学者加强调

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深挖相关资源，摸清现状，找出问

题和对策。第二，把宝成铁路文化资源开发和社会需求

紧密结合，回应社会各界期待。针对宝成铁路沿线游客

和研学团队等游学对象，有关部门可以面向社会征求改

造建议，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

三，关照沿途村民的生活和发展需要，服务乡村振兴。

铁路部门作为国家命脉，应当积极协同地方政府谋划乡

村振兴，以铁路文旅带动乡村文旅的繁荣。

（三）围绕创新理念加强交通保障措施

交 通 保 障 是 文 旅 线 路 规 划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 尤 其 是

宝成铁路这种线状遗产，更要做好主线和支线的交通设

计 。 第 一 ， 解 决 好 长 距 离 交 通 工 具 与 小 交 通 的 衔 接 问

题 。 游 客 通 过 秦 岭 绿 色 小 慢 车 、 自 驾 或 其 他 方 式 旅 游

时，部分路段还需要增加观光车、自行车等短途公共交

通工具。第二，在沿线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或其他

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在符合条件的路段设置自

行车道或步行道，在合适的地段承办马拉松、自行车赛

事或其他文化活动，以满足不同领域人员各层次、多样

化的服务需求，也借以宣传宝成铁路红色文化。第三，

现有的部分游览设施需要加强创新改造。以灵官峡铁路

体验馆的小火车体验来看，建议利用现代声光影技术，

还原宝成铁路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场景，使游客在体验

时产生特别的获得感。总之，地方政府和宝成铁路部门

及相关方面，需要紧跟新发展阶段要求，联手打造富有

新意的特色交通保障服务。

（四）提高宝成铁路资源和地方风貌特色的融合性

有关部门要加强整体规划，打造集铁路文化、历史

文化、科普教育、乡村振兴于一体的综合文旅景区，以

符合创新、协调等新发展理念。第一，宝成铁路融合了

古蜀道、川陕公路遗址，现在该线路虽然大不如原来繁

忙，但至今仍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我国工业

化的历史见证。因此，可以在火车车厢内和沿途停靠站

点设置一些相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宣传内容，尤其是通过

虚拟场景还原当时修筑铁路的历史原貌。第二，宝成铁

路穿越秦岭、大巴山，贯通南北，沿途物种多样，风情

各异，群众生活水平参差不同。因此，宜结合沿线地理

位置、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风土人情等特点，建立

综合旅游区，以增强客流，增加游客驻留时间，提高宝

成铁路文化的知名度和教育实效。第三，有关方面可以

在沿途打造配套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饮食住宿和休闲

观光农业体验，从而更好地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第四，

根据秦岭生物多样性特征，宜成立综合性科普馆，可以

涵盖铁路技术发展区、生态治理示范区、生物多样性参

观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地质地貌参观区、历史文化游

览区等。

结　语

新发展阶段，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加 强 对 宝 成 铁 路 文 化 资 源 保 护 、 开 发 、 利 用 的 统 筹 规

划，展现其在新时代蕴含的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其社

会教育功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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