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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位于秦晋蒙三省（区）交界地带，

黄河揽怀南下、长城横腰西飞，面积达7635

平方公里，是陕西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县，辖

15镇325个行政村，总人口约45万。这里有

侏罗纪恐龙的嘶鸣，有大森林到大煤田的演

变，有石峁史前文明的光芒，有杨家将和神

府红军英雄群体的壮怀激烈，更有改革开放

以来煤海惊世界、日月换新天的豪迈。

神木是陕西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卫生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合格县、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政务公开

示范县、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县、中国金

融生态县、中国十大最关爱民生县。神木是

西北地区县域综合实力最强的县，县域经济

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百强县第21位、西北第1

位，在中国工业百强县（市）排名第七；县内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屈指可数，全县

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实行15年免

费义务教育、继续全民免费医疗、安居工程

等神木现象。

神木交通条件优越，包西、包神、神黄等

干线铁路和准神、红柠等支线铁路在境内交

汇，神瓦、神靖、朱大等铁路前期工作加快推

进，包茂、榆神、神府、府店、杨陈、神盘、神

佳、店红等高等级公路沟通了与周边的联

系，榆林、鄂尔多斯两个机场距县城仅百公

里，重大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全方位交

通格局已经形成。

神木矿产资源丰富，煤炭探明储量为

50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十二分之一，且煤

质优良，属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富油、中

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气化和化工用煤。此

外，神木还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石英

砂、岩盐等数十种矿产资源。

“煤不只是矿产，更是风景”。

在神木旅游局局长雷杰祥看来，依托神木完整的以原

煤开采和煤炭深加工为主的工业产业链，建成最具代表性

的世界级煤文化博览园，可以完全拉动神木的工业旅游。

据介绍，目前正在规划中的神木煤炭工业博览园将对大柳

塔煤矿废弃但保存较好的矿井进行改造，建成集大型声光

电于一体的地上煤炭博物馆，为游客讲述从侏罗纪到现代

的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以及神木成为煤海的成因；利用

矿井下原有的开采设备和机器建成地下原煤开采体验区，

让游客感受现代化大型煤矿的开采场景；以煤炭深加工过

程为主的地面生产车间将带游客了解煤炭经过科学技术

转化成油、纤维，最后制成衣服的神奇过程。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神木县文化旅游产业集团董事长徐海洋说：“全面整

合文化旅游资源，通过撬动民间资本，让企业运作，全面完

善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旅游内涵，迎合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格局，逐步将神木县打造成为西北地区知

名并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旅游目的地，开创神木文化旅

游发展新局面。”

旅游：后煤时代的神木格局

本报记者 刘剑波

神木，像它的名字一样，很“神”。

它在短暂的时间里创造了许多“神木

现象”：年生产总值突破 1000 亿元，成

为西北五省（区）中第一个生产总值过

千亿的经济强县；2015 年居全国百强

县21位、中国工业百强县（市）排名第

七；县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

屈指可数，全县60 岁以上的老人发养

老金、全民实行15年免费义务教育、全

民免费医疗、安居工程……

春节刚过，记者采访了陕西神木

县县长封杰。在谈到当前神木经济转

型，改变“一煤独大”的格局以及神木

未来的长远发展时，封县长告诉记者，

近两年由于受宏观政策调整、能源价

格下降、煤炭消费增速放缓等因素影

响，作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的神木

也面临巨大经济下行压力。如何从单

一煤炭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枯竭”泥

淖中脱身，是神木这个资源型地区亟

待破解的生存命题。就是在这样一种

环境下，神木县委、县政府通过招商引

资等系列措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

极力打造旅游品牌，提升旅游品位，逐

步形成“三山、三城、一湖、一园、一区”

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封杰县长告诉记者，2016年1月18

日神木县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正式挂牌

成立，这是神木首个以文化旅游产业

投资集团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平台，是县政府直属国有独资企

业。集团坚持把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当

做城区未来经济支柱来打造，不断挖

掘文化资源，以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

推动发展，走向由“黑色”转变为“绿

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与全省乃至全国其他县相比，神

木县的旅游资源和煤炭资源一样具有

很强的优势，表现在数量丰富、品类齐

全，而且神木还具备了资金优势和名县

效应的品牌价值，发展旅游产业前景十

分广阔。”神木县旅游局局长雷杰祥说。

素为塞上重镇的神木，因中原汉

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两种文化碰撞、磨

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

情。大漠的苍凉、草原的壮丽、石峁遗

址的神秘、红碱淖的辽阔、杨家城的厚

重、高家堡的古朴、二郎山的奇特、天

台山黄河沿岸的秀美以及穿境而过的

窟野河等景观完美地融合在这里。

初春的陕北，天气还是特别寒

冷。受封杰县长的委托，神木县房管

局局长刘玉峰和记者一行来到位于神

木高家堡的石峁遗址。2012 年，这里

发现了我国史前最大城址石峁遗址，

世界考古界目光都聚集在这里，有评

价说“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

记载”、“一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

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

源”、“华夏第一城”……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对石峁

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及复查，并确认

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

成。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面积约235

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

积约 420 万平方米。遗址比西安的大

明宫遗址公园的面积还大，其规模远

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

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270 万平

方米），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

石器晚期城址。2013 年，石峁遗址连

续获得“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等荣誉。

省考古研究院石峁山遗址考古队

队长邵晶说：“距今4000多年的城墙马

面和角台等防御性建筑遗迹，这个东

西据今 4000 年以前已经出现了，所以

在实物资料方面将原来的认识提前了

2000 年，改变了已有的中国建筑史上

一些固有的认识，是中国建筑史一次

重要的发现。”

考古工作者近日在石峁遗址外城

东门附近清理出一处大型高等级史前

院落，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判断石峁古

城的性质和早期国家的形成等具有重

要意义。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

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

二里头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

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

为黄帝部族所居, 无疑是黄河中游地

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

大型中心聚落。

石峁遗址迄今的考古发掘已经确

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

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

“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

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

器、骨器等重要遗物。从世界范围来

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

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

的必经之地。深入开展石峁遗址的考

古工作，有助于解决 4000 年前涉及整

个欧亚草原文化的一些问题。

刘玉峰局长说，石茆遗址的发掘意

义超过兵马俑发掘的意义，从当前考古

发现来看，石峁极有可能是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之一，其文史价值不可估量，有

望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进入世界各国

的历史教科书，同时成为中华文明的象

征和中国旅游的名片。它将中国文明

史向前大幅推进，将马面、角楼等城防

设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 年，将中

国壁画的起源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为研

究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全新研究范本，

对进一步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

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石

峁遗址公园现已成为神木县旅游产业

的一块金字招牌。

神木石峁遗址

记者一路西行，来到了传说中的

神湖。

神湖又叫红碱淖，位于神木县西

北部神府、东胜煤田的毛乌素沙漠腹

地，传说是昭君出塞泪洒边塞而形

成。红碱淖的“淖”是蒙古族语，意思

是水泊、湖泊。神湖景区似三角形，东

西最宽处 10 公里，南北最长处 12 公

里，水面面积67平方公里，属高原性内

陆湖，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一颗

镶嵌在毛乌素沙漠中的璀璨明珠。

神木县旅游局局长雷杰祥告诉记

者，“红碱淖四周生态环境良好，东侧

有天然牧场尔林兔草原，水草丰盛，牛

羊成群，盛产多种淡水鱼类。红碱淖

风景名胜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许多候

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共有 30 余种

野生禽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国家二类

保护动物白天鹅以及鸬鹚、鹰、野鸭、

鸳鸯等。每逢春秋两季，成千上万只

鸟类聚集于此，上下翻飞，翩翩起舞，

和乐齐鸣，场面非常壮观。”

红碱淖周围错落起伏的沙丘与大

小不等的片状草场相间，雪白的羊群

似朵朵白云点缀其间，簇簇沙柳在金

黄色的沙丘中格外翠绿，激越的信天

游在天空中久久回荡。辽阔的湖面、

绵软的沙滩、静谧的原野、翠绿的草

原、充满生机的植物、翩翩起舞的飞

禽、奔腾汹涌的巨浪、随波逐流的小

舟、喷薄欲出的朝阳、夕阳西下的霞

光、典型的塞外风光与蒙汉两族文化

相互交融的地域风情，利用沙漠、淡

水、遗鸥打造出集沙漠风情、水上乐

园、观鸟天堂于一体的国家 AAAA 旅

游风景区。

“目前神木县已启动了红碱淖 5A

级景区创建工作，顺利通过了‘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验收评审。”雷局长说。

从神木的县城向东北望去，绵绵

的群山犹如一条巨龙在飞舞，一座座

古老的烽火台在向人们诉说着大宋的

盛衰、世情的流转，这就是杨家城遗

址，也就是杨家将主要人物杨继业的

出生地，即古麟州。

该城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

742—756年）。五代至宋，州刺史杨宏

信，长子杨重勋（重训）和孙杨光，世守

麟州；次子杨继业和孙杨延昭，都是宋

代名将，北拒契丹，称雄一方。世人怀

着对捍边英雄的崇敬心情，改呼此城

为杨家城。城东南约70 米处，原有松

树3株，年久树老，枝柯相连，须两三人

合抱，后人以神松呼之。金以此名曰

神木寨，元以后因此命名神木县，神木

县由此而得名。

“对杨家将文化的源头——杨家

城的保护性开发，就是在开发一座精

神文化的富矿。近年来，神木县在开

发地下煤炭资源的同时，也开始在地

上挖掘杨家将文化，发展旅游文化产

业。2003年杨家城被陕西省政府公布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又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以杨家将‘英雄’为核心、北宋初

年长城边塞的人情风物为背景，全方

位多角度诠释杨家将文化，将把杨家

城打造成一处融文化观光、游憩休闲、

军旅体验、商务会议、节庆活动功能为

一体的文化体验旅游区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神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斌对记者说。

而和杨家城毗邻面对的二郎山，

古属羌山，俗称西山。因山体中部有

两处凸起，极目望去，状如骆驼双峰，

石峁遗址——“一带一路”上最大的考古发现

神湖——沙漠里的眼泪

神
木
简
介

杨家城——一座被老百姓重新命名的城

煤不只是矿产 更是风景

又名“驼峰山”。其海拔高度为1082米，素有“陕北小华山”

的美称，成为神木的标志性景观。窟野河、秃尾河汇流于

山前，雄伟的长城穿行于后。西边沙石相间，一片松林；东

面石壁陡峭，松柏挺立。站在这里向下望，神木县城全景

尽收眼底。二郎山以其险峻雄奇和深邃的历史文化积淀

而蜚声省内外，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

因《平凡的世界》拍摄地而走红的高家堡古镇，“三十

六营堡之冠”，建于明代，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

旅游文化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雷局长告诉记者，

“为了壮大神木县旅游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神木县

结合‘美丽乡村旅游’、‘最美乡村公路’和‘美丽乡村建设’

等活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黄河沿岸风情旅游。该项目

着重打造以高家堡古镇为中心的秃尾河沿川乡村游、以神

木为中心的窟野河沿川乡村游、以天台山为中心的黄河沿

岸风情游3条路线。”

神木二郎山风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