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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玉梅

春日，来到仙女湾景区，

赤麻鸭等留鸟的叫声悠扬婉

转 ，青 海 湖 边 还 未 消 融 的 冰

面，晶莹剔透，春风吹拂草原，

湖心一只只雪白的天鹅，与银

蓝的湖水点滴交汇，在蓝天白

云与广袤草原的大自然背景

图中，勾勒出了一幅别样的青

海湖北岸胜景。

2021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专门到

青海湖仙女湾实地视察青海

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提出“要把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

好，把国家生态战略落实好、

国家公园建设好”的“四好”重

大要求。2022 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提到“碧

波荡漾的青海湖”。

青海湖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考察的地方，高质量推

动青海湖生态保护，高标准创

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成为认真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湖

工作重大要求的生动实践，更

是见证了青海为全国发展生

态旅游、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所作出的积极探索。

“仙女湾景区逐步对外开

放，游客也日渐多了起来，我

们要争取在旅游旺季到来前，

尽早完成仙女湾生态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3月 7日，青

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

游管理处处长陈德辉，带着记

者来到仙女湾景区，就在景区

停车场，记者见到了三块造型

别致的标识牌，标识牌上有天

鹅、湟鱼等动植物，还有习近

平总书记对这里的殷殷嘱托。

“ 既 是 为 了 让 游 客 一 落

地，就能融入到仙女湾景区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的大环境中，

更是提醒我们自己要时刻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望

着眼前的标识牌，陈德辉说出

了设立标识牌的初衷。

踏上木质栈道，抬眼皆是美景。随着青

海湖国家公园建设的不断推进，青海湖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绿色发展高质量也随之

推进。今年，把仙女湾以生态为主题的旅游

景区，作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的阵地，已经

成为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和仙女湾属地海北

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共识。

“针对仙女湾景区，不只是简单停留在

‘外貌’提升改造。”陈德辉笑着说了一句，为

了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

的讲话，青海湖景区管理局与海北藏族自治

州刚察县联结区域内生态资源，以仙女湾与

湟鱼家园一体化打造生态景区，促进刚察区

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在青海湖北岸打造首

个景地合作绿色发展区域示范样板。

将来，游客来到仙女湾景区，不仅能一

饱青海湖自然风光的“眼福”，更通过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教育基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青海湖自然生态体验

教育基地，精神上也收获满满。

“发展生态旅游的本质在于让当地群众

得到最大实惠。”景地合作的绿色发展中，将

引导环湖群众合法依规参与到生态旅游发展

中来，带动区域经济，实现生态价值转换机

制，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景区逐步开放后，看见来往的车辆多了

起来，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刚察贡麻村村民达

日杰，也有了新的打算：“景区开放后，政府引

导我们发展乡村旅游来增收，村里人有人计

划经营生态体验牧场。我自己是名生态管护

员，在旅游旺季为游客讲一讲我们是如何保

护青海湖的，我打从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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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生态是青海的根本，更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基

石。

玉树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

源国家公园 90%的区域在玉树。三江源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昂赛大峡谷、长江第一湾等特

许经营成为展示国家公园建设成果的名片和

窗口；三江源水源地入选“中国好水”，隆宝滩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玉树跻身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区和全国无废城市；草原植被覆盖度增长到

62.24%，隆宝湖斑头雁由 800 只增加到 1 万多

只，可可西里藏羚羊由不到 2 万只增加到 7 万

多只，雪豹增加到 1000只左右……

可见，有效的生态保护不仅改善了自然环

境，更为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富的可用资源。

我省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建立

健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准体系，落实国家

生态空间管控要求，依据资源禀赋、地理环境

和市场潜力，依托山地森林、湿地湖泊、草原荒

漠和地域文化等，匠心打造了一批具有青海特

色的重点生态旅游景区、生态旅游线路和自然

人文为主的生态旅游风景道。

目前，我省已推动形成了以青藏高原生态

旅游大环线为“一环”，青海湖、三江源、祁连风

光、昆仑溯源、河湟文化、青甘川黄河风情六大

生态旅游协作区为“六区”，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和唐蕃古道生态旅游廊道为“两廊”，提升创建

的一批精品旅游景点（区）为“多点”的“一环六

区两廊多点”生态旅游发展新布局。

全国人大代表索南丹增表示，青海的生态

地位、地理区位决定着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必须是一个“品质至上、创新至上、体制至

上、影响力至上、标杆意义至上”的目的地。要

坚持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充分借鉴国际

及国内发达省份先进经验，立足国际视野、生

态视野态视野、、文化视野文化视野，，依据资源禀赋依据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地理环境和

市场潜力市场潜力，，做好做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系统保的系统保

护和利用护和利用，，匠心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重点生态匠心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重点生态

旅游景区旅游景区、、生态旅游线路和自然人文为主的生生态旅游线路和自然人文为主的生

态旅游风景道态旅游风景道。。在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框架的在全省生态旅游发展框架的

基础上基础上，，构建以点带面构建以点带面、、以线连片以线连片，，生态环境优生态环境优

美美、、文化氛围浓郁文化氛围浓郁、、旅游要素集聚旅游要素集聚、、服务功能完服务功能完

善善、、区域协作密切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区域协作密切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

空间布局空间布局。。

守好绿色“家底”
厚植生态底色

青海地貌复杂多样、水系密布丰富、多民族交流交融、历史文化灿烂深厚，有着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本报记者 郑思哲

形态各异的丹霞、澈如碧
玉的江河，壮阔旖旎的地理风
貌赋予了青海独特的自然风
光；

河湟文化的质朴、格萨尔
文化的雄浑，多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孕育了青海厚实的文化底
蕴。

二者的交相融合，给青海
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
青海旅游事业造就了更多发展
空间。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
海代表团审议和来青考察时赋
予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的重大任务和历史使命，
为青海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根
本遵循，也是青海为全国发展
生态旅游、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作出的积极探索。

殷殷嘱托，犹在耳畔。今
日的青海坚守生态底线，以“三
江之源、生态屏障、国家公园、
资源能源”的亮丽名片，用优质
宝贵的生态旅游资源塑造高品
质高标准的“诗和远方”，努力
打造具有高点站位、地域特色、
时代特征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

绘就生态环境绘就生态环境““高颜值高颜值””打造国际旅游打造国际旅游““金名片金名片””

近年来，互助土族自治县主动融入国家河湟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谋划提出了打造“土族盘绣”名

片，创建土族文化传承示范区的发展思路，依托独

特的民俗文化、生态文化、青稞酒文化、农耕文化优

势，促进文旅、酒旅、商旅、农旅融合发展，全县文化

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品牌效应持续扩大，文旅

融合实现了从“表”到“里”的跨越。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

赋予旅游发展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道路上，我

省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发挥文

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构建共融共建共享的生态

文旅发展新模式，全面形成生态旅游新优势，着力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化和旅游高地，走出

一条全新的、生态的、高质量的青海文旅融合发展

新路子。

青海充分挖掘自然人文生态资源，建设了一批

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和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街区，创排了一批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优

秀文艺作品，逐步构建起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旅

游产品体系。

同时，加快推进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生态教育、生态研学、康养度假、文创产品、

旅游装备制造等关联产业，做精做强青绣、藏毯、唐

卡等传统工艺文化产业，建设青藏高原生态人文传

承高地。

此外，青海还在完善全省数字文旅大数据平

台，推动旅游服务国际化、标准化、数字化的道路上

不断迈进。构建生态旅游品牌体系，创办高水平国

际性生态旅游节庆活动，用好交流项目和合作机

制，打造数字化、体验式、交互式交流平台，持续扩

大着“大美青海 生态旅游”的影响力。

挖掘生态旅游潜力，构建共融共建共享的生态

文旅发展新模式，把青海打造成令人向往的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正在积极探索。

对此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韩文林表示全国政协委员韩文林表示，，文旅深度融文旅深度融

合过程中合过程中，，要立足省情实际要立足省情实际，，挖掘本土资源挖掘本土资源，，紧抓文紧抓文

旅转型契机旅转型契机，，加快旅游产品升级加快旅游产品升级，，拓展旅游新业态拓展旅游新业态，，

通过挖掘整理青海少数民族民间说唱艺术通过挖掘整理青海少数民族民间说唱艺术，，““唐蕃唐蕃

古道古道”“”“喇家遗址喇家遗址””等考古文化等考古文化，，热贡艺术热贡艺术、、河湟刺河湟刺

绣绣、、撒拉尔刺绣等非遗文化撒拉尔刺绣等非遗文化，，开展精彩纷呈的文旅开展精彩纷呈的文旅

活动活动、、丰富的推广活动丰富的推广活动、、惠民利民的政策惠民利民的政策，，以及文化以及文化

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行动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推动青海旅游向高不断推动青海旅游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质量发展迈进。。

推进融合发展
丰富文旅成色

天空之镜、东方瑞士、大地之眼、中

国的马尔代夫……近些年，众多的青海

景点被贴上网红“标签”，使得青海格外

“出圈”，让青海旅游产业发展充分享受

到了互联网带来的红利，而这红利得益

于青海极富特色的生态景观加持。

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奇瑰绝美的乌

素特水上雅丹、赤壁丹崖的卓尔山……

一处处特色鲜明的自然美景尽显青海

的生态魅力。

青海之美，美在生态。生态旅游需

要让绿水青山出“颜值”、显“价值”，更

需要丰富内涵让文旅品牌可“增值”。

其中，海北藏族自治州深入挖掘以

“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

源、以祁连山大草原为代表的绿色高原

生态自然风光、以丰富的民族文化为代

表的特色民族风情的“三色”文化内涵，

实施“泛旅游系统”提升战略，推动传统

观光旅游业态跃级为多元化、一体化的

高层级业态，精心打造四种不同形态旅

游“金字招牌”。

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道路

上，青海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资源环

境禀赋，突出生态安全、高端旅游、健康体

验、生物多样性、国家公园、极地保护、摄

影爱好者、交往交流交融、天人合一、人类

命运共同体目的地，推动生态旅游特色

化、品牌化、差异化发展，构建高品质、多

样化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产品支撑体系。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拥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此，全国人大代

表王国栋表示，我省制定出台的《青海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

为全面打造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指明了方向指明了方向。。今后今后，，我省应以打造国际我省应以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为引领生态旅游目的地为引领，，积极发展省级积极发展省级

旅游大环线旅游大环线，，精心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精心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同同时时，，加快打通城市机场加快打通城市机场（（车站车站）、）、核心核心

景区景区、、特色旅游乡镇特色旅游乡镇、、重点生态旅游景重点生态旅游景

区无缝式连接通道区无缝式连接通道，，形成层级分明形成层级分明、、功功

能互补能互补、、特色突出特色突出、、联动发展的联动发展的““快进慢快进慢

游游””旅游服务体系旅游服务体系，，让青海成为人人向让青海成为人人向

往的旅游胜地往的旅游胜地。。

用好资源禀赋
彰显地域特色

“草河湖鱼鸟”共生绘就碧波荡漾的青海湖。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乡村旅游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