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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延平 陶 然

这 里 素 有“ 海 藏 通 衢 ”和“ 海 藏 咽

喉”之称；

这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

文旅资源、独特的“浪山浪水”旅游业态；

这里是吸引世人眼球的旅游胜地

……

西宁市湟源县以独特的多元文化

魅力，拥抱八方来客。

在丹噶尔古城，体验商贾云集“小北

京”的繁华景象；在小高陵红色教育基

地，接受以“敢为人先、实干善成”为内核

的精神洗礼；在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品

味西王母繁衍流传的昆仑文化；在日月

山，倾听文成公主进藏的传奇故事……

第二十三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第二赛段多巴至互助的比赛首

次穿越丹噶尔古城。当速度与古城激

情碰撞，为古城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也为环湖赛增添

了新的挑战和看点。

“生态+”，
展现生态高地新风姿

到了湟源，怎能不欣赏这里的自然

风光？

大 黑 沟 森 林 公 园 就 是 绝 佳 的 选

择。以白桦为主的天然林区，是省级森

林公园，109 国道从附近穿过，交通便

利。景区内有海拔 3500米罕见的“古冰

川”遗址、白土台遗址、千亩“王母花圃”

等景点，白龙池、银河落地、华林秋色、公

主石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故事。

这里山青水秀，百鸟歌唱，风景异

常优美，是避暑休闲的胜地。大黑沟森

林公园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及区位优

势，着力发展帐篷露营、自驾车露营、房

车露营、徒步穿越、垂钓、户外烧烤等为

主的生态旅游产业，实现了景区从传

统、片面的观光游向度假、休闲、康养、

运动、探索的体验游转变。

烧烤、野炊、徒步、垂钓……在大黑

沟森林公园不仅可以感受“浪山浪水浪

河滩”的魅力，还可以静享“诗与远方”

的浪漫与宁静。“大黑沟真的是年年来

年年不一样。去年秋天来的时候，层林

尽染惹人醉；今年夏天再来，自己携带

露营装备，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

放松自我、尽情享受，和朋友们吃喝玩

乐一整天仍意犹未尽。”游客陈玉芳说。

湟源县立足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

快建设产业“四地”，全力打造“湟水上

游生态强县”。

同样是风光迤逦，宗家沟的玩法却

另有一番趣味。

宗家沟地处“王母瑶池”青海湖之

东，“羌人观象”日月山之下，景区内自

然风光独特，植被丰茂，山势峥嵘，风景

如 画 ，形 成 了 雄 、奇 、险 、秀 的 自 然 奇

景。沟内山石天然成景，佛山、象山、狮

山、猴山等自然成趣，水域风光、山体风

光与人文景观珠联璧合，是集文化寻

根、休闲观光、探险娱乐、生态旅游为一

体的原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

“漫步在玻璃栈道上，有惊而无险，

一幅幽静秀美的画卷就在眼前。但在

我看来，冬天的宗家沟景色更胜一筹。”

游客蔡先生说。

冬季，千姿百态、生动逼真的冰瀑、

冰挂把宗家沟装扮得晶莹剔透，形成了

雄伟壮观、冰清玉洁的冰世界。到了夜

晚，在万千彩灯的照映下，则变成了熠熠

生辉、五彩斑斓、美妙奇特的童话世界。

湟源县拓宽实景游玩范畴，打造全

季多元化文旅体验，依托自然优势，在

宗家沟景区推出以冰雪冰挂、裸眼灯光

观赏为主，冬季戏雪娱乐为辅的冰雪游

览产品，实现冬季项目由“静”向“动”转

变。2024 年截至 5 月底，景区共接待省

内外游客 10.5 万人次 (3、4 月闭园），实

现旅游收入 297.7万元。

今日之湟源，正以守正创新的新姿

态在湟水上游展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动实践。

“古城+”，
写好文旅融合大文章

说起西宁市湟源县，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丹噶尔古城就是不得不去的打卡地。

从“拱海门”进入，行走古城中，身

侧不断向前延伸的城隍庙、文庙、丹噶

尔厅署、“歇家”商号等传统建筑群飞檐

翘角、雕梁画栋，这座始建于明朝洪武

年间的百年名城，诉说着茶马商都的繁

华盛景、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要塞的多

民族文化交融。

精细的皮绣、华美的排灯……古城

聚集了一大批非遗项目，更多非遗技艺

在这里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走进湟源皮绣展馆，非遗传承人冯海

萍正在指导学徒。“依托文旅融合发展，我

们的手艺也被更多人关注。”冯海萍说。

2019 年 ，冯 海 萍 依 托 古 城 发 展 平

台，创立青海羌韵绣艺手工艺品开发企

业，通过培训、吸纳从事皮绣及民间手工

艺品的绣娘和残疾人，开发文创产品，开

展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在满足游客休闲

体验的同时，推动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

在丹噶尔古城的文化遗产中，湟源

排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线，其横

跨主街之上，灯箱上是“四大名著”的部

分经典内容和“二十四节气”故事，不仅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还承载着古城厚

重的多元文化信息。每当夜幕降临，被

点亮的排灯灯火辉煌、大放异彩，吸引

无数游客驻足观赏。

近年来，湟源县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认真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

章，加强以湟源排灯、丹噶尔皮绣、剪

纸、香包等为代表的非遗技艺展出，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元宵闹花灯”

“品腊八、赏灯会、游古城”“双宁灯会”

等民俗民间文化，消夏艺术节、排灯文

化旅游节等文化旅游活动，让历史名城

绽放迷人光彩。自 2009 年起，连续成

功举办的十三届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

筝邀请赛，成为向世界推介展示湟源的

窗口。2023 年，丹噶尔古城入选第三批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024 年，景区全面开展 5A 级景区

创建工作，将本地特色资源与古城建设

紧密结合，不断丰富多元休闲业态，既

融入‘乡愁’，又提升游客体验，让古城

吸引力不断增强。”丹青文旅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霍鹏说。

今日之湟源，正依托深厚的历史底

蕴谱写文旅融合的现代新篇章。

“浪山+”，
绘出乡村旅游新画卷

青海的夏天最宜人，百草万木苍翠

葱郁，各种鲜花绚烂盛开，“浪山”成为

青海人的夏日标配。

周末，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走进

西宁市湟源县和平乡马家湾村水麦轻

奢露营基地，喝茶、聊天、聚餐、赏花、扭

秧歌，把繁忙抛诸脑后，享受乡间茂密

山林和清澈小溪的宁静与美好。

水麦轻奢露营基地负责人杨永强

介绍青海的“浪山”文化时说：“传统的

‘浪山’模式简单便捷，约三五好友，带

上瓜果点心、烧鸡卤肉、美酒饮料，到野

外闲聊小憩。大家庭出游则带上锅碗

瓢盆和食材，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支起锅

灶、搭起帐篷，早餐烧一壶奶茶，吃一碗

‘熬饭’；午餐煮羊肉，炒大盘鸡，拌凉

菜，炒热菜；临近日落，吃一碗指甲面

片，而后尽兴回家。”

近几年，为保护生态环境，生态保护

区禁止进入，还有一些区域因森林防火

禁止支锅起火。为此，各地创新乡村旅

游新模式，湟源“浪山”也有了新变化。

既有山水林田草等生态元素，而且

交通便捷，精品露营营地还提供一站式

便捷服务，成为不少市民“浪山”的最佳

选择。营地提供野餐垫、便携桌椅床等

各类露营用具，烧烤用具、水壶等户外

用品也一应俱全。哪怕出门时没带齐

装备也不用担心，在营地的生鲜超市和

酒水超市可以完成“一站式”采购，让游

客省心省力。游客还可以点一桌现成

的火锅或烤肉，解放双手，单纯享受乡

村美景。

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尼等

尖措，今年夏天已经连续三个周末都来

露营营地打卡。而他们的打卡地马家

湾村，村民们通过在营地摆摊销售本地

特色美食和手工香包、鞋垫等，实现了

增收。

湟源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王利红

介绍，湟源县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理念，

以“规划引领、政府引导、市场引擎”的

思路，探索“生态旅游+”模式，以浪山

浪水浪河滩为品牌，打造乡村精品“浪

河滩”休闲游，2024 年截至目前，全县正

常营业浪河滩营地 65 家，为周边农户

提供临时就业岗位 100 余个，带动村集

体经济 31 个，接待游客 5.6 万人次，实

现综合性营业收入 504 万元，真正打通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活力满满的湟源，正奋力展开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古风今韵秀湟源古风今韵秀湟源 人与自然同欢唱人与自然同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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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延平

7 月 8 日，2024“中国工商银行杯”第二十三届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以下简称“环湖赛”)
第二赛段在多巴发枪。

这天，环湖赛车队首次经过丹噶尔古城，西宁

市湟源县迎来历史性一刻，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座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与来自五湖四海的

宾客拥抱，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

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本次赛事的新亮点。

当车轮经过经纬交织的美丽街巷，展现在眼

前的是结构独特的民居院落、风格迥异的湟源排

灯……让我们把热情洒向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土地，欣赏魅力无限的自然风光，感受生动多彩的

民俗文化，品尝美味可口的特色美食，体验“浪山

浪水浪河滩”的乐趣。

湟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共赴环湖之约
尽览古城盛景

②朝霞映古城。 贾吉学 摄

③大黑沟露营地。 湟源县文旅局供图

日月山祥云日月山祥云。。 晁生林晁生林 摄摄

⑤非遗作品展示。 祁琴芳 摄

④丹噶尔古城文成公主进藏巡演。 湟源县文旅局供图

宗家沟美丽风光。 王冀栋 摄

①小高陵梯田像树叶。 晁生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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