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公司总经理李发平说，这里以前是茶园，

现在发展成了景区。这里多雨，夏季营业时间

短，必须发展冬季旅游和夜间旅游。

采访中发现，大通发展冰雪旅游，还存

在一些必须补齐的短板、突破的瓶颈：滑雪

场规模小，数量少，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活

动内容大同小异，相对单一，特色不明显、

吸引力不足。康乐山庄滑雪场负责人马锦云

说，全县各个滑雪场目前都是娱乐性滑雪，

今年，康乐山庄滑雪场将重新进行打造，将

滑雪场打造成为西北地区滑雪运动赛事承办

基地。

盘活“乡村游”
—— 乡 村 要 振 兴 ，产 业 是 关

键。大通县紧紧依托乡村资源禀
赋，实现了乡村旅游产业的结构性
调整，赋予了乡村旅游更多的内涵
和外延

“十三五”期间，大通旅游人数和旅游经济

收入都有显著提升，旅游人数增速在 15%左右，

旅游收入增速实现在 20%以上。2021年全县累

计接待人数 337.1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68亿元，同比增长 18.2%和 20.3%。

其实，早在 2017 年开始，依据西宁市十条

乡村旅游带建设项目，大通先后发展了景阳、

窎沟、东峡、塔尔四条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覆

盖 5 镇 2 乡共 43 个行政村，推动乡村旅游由粗

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在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

边麻沟村是发展乡村旅游较早的村子，在

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是目前依托乡村旅游

发展起来的 3A级景区，全村旅游年收入达到了

1500多万元。

然 而 边 麻 沟 村 的 发 展 并 非 一 帆 风 顺 。

2016 年，村党支部书记李培东转让了在大通县

城经营的驾校，回村创业。他先后到上海、山

东等地考察，发现经营花海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边麻沟村具备这样的条件。

“黄沙地种庄稼没收成，能不能种符合地

质条件的农作物，把村民留下来？”这是李培东

思考最多的问题。边麻沟村地质特殊，地表 10
公分之下全是黄沙。早些年，靠天吃饭，年景

不好时温饱都成为问题，村民纷纷举家搬迁，

村子里出现了大批撂荒地，李培东看中的正是

这些撂荒地。2016 年，用村级扶贫资金 285 万

元，加上村民入股，边麻沟村的薰衣草庄园正

式运营，当年接待游客 30 万元，实现旅游收入

120万元。

尝到乡村旅游“甜头”的李培东，继续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扩大景区规模。然而问题也随

之而来，由于观光旅游出现了瓶颈，2017 年、

2018 年两年，旅游收入下滑，李培东意识到，边

麻沟村要发展，需革新。

2018 年 之 前 ，边 麻 沟 花 海 作 为 村 集 体 产

业，由村民自主管理，难免会出现乡村旅游结

构单一、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虽然大通周边

地区的花海景区发展势头强劲，但都具有一定

的同质性。

同质化，不仅是边麻沟花海存在的问题，

也是青海乡村旅游的“通病”。乡村旅游没有

专业人才，村民自主经营管理，看到什么样的

项目挣钱，立即就上什么项目，照猫画虎“抄作

业”，但有些时候连作业都抄不好，更别说挣钱

致富。

以边麻沟花海为例，2018 年之前，乡村

旅游只能赏花，往往第一次看完不会再来第

二次，头一年看完第二年不会再来，2 个小时

就能看完所有景点，旅游收入仅限 30 元的门

票。

找 到 问 题 的 症 结 ， 就 有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2018 年，李培东开始招商引资，引进专

业团队，成立青海万花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推动景区花海产业结构转型。成立大

众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村民自主管理，经

营苗木种植销售、花卉种植培育，公司负责

景区管理、餐饮、民宿、土特产销售、农副

产品加工。

专业团队经营边麻沟花海后，一改往年冬

季休业的常态，引进冬季冰雪旅游，弥补景区

冬季游空闲。今年春节前，投入了 250 万元打

造灯会，夜晚赏灯的人络绎不绝。

边麻沟村的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非常

成功，由以前的单一观光旅游变成了夏看花冬

滑雪夜赏灯的全季全时全域乡村旅游崭新格

局。边麻沟村在革新中实现“蜕变”。

不仅仅是边麻沟村，今年，大通县将推动

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娱乐、

购物内容，以乡村旅游产业带为推手，谱写乡

村振兴曲。

吃上“绿色饭”
——生态既是独一无二的优势

资源，更是发展过程中不可触碰的
红线。依托生态资源，大通生态旅
游产业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

大通县森林覆盖率 43.3%，属全省最高，提

供了西宁市 70%的饮用水，拥有四级旅游资源

6 处、三级旅游资源 21 处、二级旅游资源 30 余

处，尤其是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察汗河国家

森林公园、黑泉水库国家水利风景区，这些既

是大通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更是稀缺的旅游

资源。

2021 年 8 月底，中共青海省委印发《关于加

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

明高地的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全面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率先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

文明新高地，打造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青海

样板。

结合全省打造国际旅游生态目的地的工

作部署，大通编写了《大通县打造生态旅游目

的地行动方案（草案）》。《方案》提出，要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充分挖掘自然人文生态资

源，推进传统观光型旅游向生态体验型转变。

推介一批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打

造完善的旅游精品路线。东至沟村的生态旅

游正是此方案的生动实践。

距离边麻沟村 1.5 公里的东至沟村，有着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村子坐落在山沟内，

呈狭长分布，全长 3.4 公里。村子的右侧山，

当 地 村 民 叫 前 阴 山 ， 是 2687 亩 （178.53 公

顷） 天然林，村子的左侧山，叫后阳坡，是

万亩沙棘林，每年夏季，到村子里烧烤的游

客络绎不绝。

正是看中东至沟村的生态优势，村党支部

书记李迎仁和村民商定发展乡村旅游。2017
年，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 670 万元，全面改

善村内的基础设施，打通了前阴山与边麻沟花

海的木栈道。整合了朔北乡其他村东西部扶

贫协作资金 1500 万元，沿着山沟河边建起了 21
个木屋，乡上成立了金露梅旅游有限责任公

司，引进专业管理团队，经营东至沟村休闲徒

步旅游项目。

依 托 当 地 生 态 资 源 ，村 民 端 上 了“ 生 态

碗”，吃上了“绿色饭”，彻底摘掉了省定贫困村

的帽子。2016 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 6000 元左

右，2021 年，村民收入达到了 15000 元左右，村

子也被评为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

通过这些年发展，加之定点帮扶单位西部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帮扶，在原有 21 个木屋的基

础上，村里又自建了 18 个木屋投入到旅游公

司，作为村集体经济。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越 来 越 好 ，问 题 也 随 之 出

现。旅游受季节影响大，每年的旅游季只有夏

秋季的 5 个月，冬春季是森林防火的重点期，无

法开展木屋烧烤等旅游活动。全村三个社发

展极不平衡，烧烤木屋及徒步景区集中分布在

三社，农家院遍布，村民也挣了钱。一社、二社

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今年，依托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帮扶，

东至沟村将重点打造冬春季冰雪旅游项目及

“后备厢”工程。一社地势平坦，重点打造设施

农业区，可让游客体验采摘的快乐。二社鼓励

村民将闲置的庄廓院腾出来，发展民宿产业。

三社继续发展农家院。

“我们的初衷是让游客吃好玩好住好，离

开时后备厢装满土特产品。”西部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职工、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王强说，

今年投资 300 万元的油坊正在选址，建成后村

民的菜籽油全部由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收

购。

大通县临近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

治州等省内主要旅游区，县域分布集中，客源

集中，客源市场竞争激烈，尤其互助土族自治

县的土族元素打造、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回族特

色旅游，对大通民族特色优势发挥造成极大的

冲击。因此，走生态旅游路线，是大通必然的

选择。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大通将重点打

造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县、高原乡村旅游休闲度

假基地。

驶向“幸福路”
——旅游是富民产业，落脚点

在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上。大通做大
旅游蛋糕，让群众参与到蓬勃发展
的旅游业，实现了富了财政富了民

发展乡村旅游目的是振兴乡村，带动村民

过上好日子。

2015 年前，赵文科的日子过得单调无味，

春天种地，夏天外出务工，秋天回家收田，冬天

蹲在墙根晒太阳。一年的收入寥寥无几，打工

每个月 1500 元左右，还不一定要到手，庄稼收

成除去口粮，也就能卖个 2000多元钱。

父亲脑梗、母亲肢体残疾、两个孩子还小，

2015 年，赵文科被认定为贫困户。也就在这一

年，他自筹了 9000 元，加上产业扶持资金，购置

了一辆农用车，每天清晨到县城蔬菜批发市场

进菜，然后走乡串村出售蔬菜，赚取一点点差

价。

一直到 2018 年，看到村里的乡村旅游活了

起来，赵文科心动了。办理了“530”贷款，又另

外借了 2 万元，拿着 7 万元钱在自己家里办起

了农家院。

另一方面，政府为村民免费发放了当归种

子，赵文科流转了村里 13.34 公顷耕地，成立了

屯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药材和农作物。春

秋农忙时在地里，夏季旅游旺季在农家院，赵

文科感觉这样的日子很充实。

2018 年当年盈利，赵文科还清了所有贷款

和欠款。2019 年，租赁了村里的木屋经营农家

院，每年租金 2万元，2020年、2021年，农家院收

入都达到了 20 万元以上。农家院曾接待了一

个旅游团，消费了 2.7 万元，接过两沓厚厚的

钱，赵文科激动不已，“从没有想过能过上这样

的好日子，手中从没有握到过这么多钱！”

2021 年 ，赵 文 科 被 评 为“ 全 国 优 秀 农 民

工”，靠着乡村旅游，他家富了起来，还带动周

边群众共同富裕。

采访时赵文科说，他计划将合作社的耕地

划分成小块对外出租，让城市里的孩子体验种

植、浇水、除草、收获的过程，每个月或每周来

一次都可以，合作社收取费用后做日常管理。

没想到赵文科的计划付诸行动很快，采访回来

没几天，看到赵文科的群发消息，“东至沟农家

院+合作社+民俗体验田园生活，只要你花 600
元租合作社一块地，可以体验种植蔬菜、粮食

作物，可以在农家院免费自助一次，也可以住

一晚民宿。”

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 2021 年成功

创建青海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基础上，今年乃

至今后一段时期，大通县将紧抓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

进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战略、兰州—西宁城

市群建设、大西宁发展、《长城、大运河、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等战略机遇，发挥旅游、

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融入西宁、青

海、国家发展战略中，“一城山水，大境通达”的

县域名片也必将享誉省内外。

一城山水一城山水 大境通达大境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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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麻沟木栈道。 通宣 摄 初春后的东至沟村。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俯瞰花海。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雨中东至沟。 通讯员 姚占山 摄

冰雪世界。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边麻沟花海冬季花灯。 本报记者 张慧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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