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标准创建
引导文旅龙头企业做强品牌

海东市严格落实文化旅游行业相关服务

标准及规范要求，积极引导文旅企业创建国家级、

省级特色旅游品牌。

今年以来，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青绣数字化总部

经济、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命名为青海省文化产业

园区。互助县土族纳顿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第

二批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

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市新增 4 家省级乡村

旅游特色示范点，5 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6 家四星级乡村旅游

接待点，46 家三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其中，平安驿·河湟民俗文

化体验地以丰富的民俗文化、独特的地理风貌和高质量的服务成绩

脱颖而出，成为全省游客的瞩目焦点。

“五一”期间，该景区通过多种活动和创新引流方式，促进服务

人数、经营绩效、宣传效果较 2019年同期都有了质的提升。

平安驿上新烈火烤肉、醪糟冰奶、铁板牛排、杨梅冰汤圆等数十

种火爆美食，每日园区还有眉户戏、秦腔、民族舞蹈演艺、花儿演

唱、川剧变脸、民族服饰游街、小丑互动等精彩演绎，待夜幕降临

电音节嗨翻全场，让每一位游客深切感受到当地的火爆。

“五一”期间，平安驿策划的《电音节+集市》互动活动广受

好评。活动现场，电音表演与民俗文化元素相结合，呈现出

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给游客带来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

受。同时，集市则吸引了各地的文创爱好者和美食家，

使游客在感受地方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在欢乐的氛

围中。这一创新的活动组合，不仅丰富了游客的

体验，还极大地提高了游客的黏度，成功为平

安驿吸引了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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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 珺

五月中旬，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垣翠泉村

的河湟牡丹园内，上万株五颜六色的牡丹争奇斗艳，美不胜

收。河湟牡丹园是翠泉村古稀老人王维民数十年心血的结

晶。目前，牡丹园及周边种植的牡丹有二三十个品种、2 万多

株。以花为媒，如今王维民的儿女们在自家牡丹园里开办起农

家乐，慕名前来的游客既能入园观赏牡丹，还能品尝农家菜肴。

本报记者 罗珺 通讯员 石延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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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阳光明媚，风轻云淡。海

东市平安区沙沟、三合乡镇道路两旁，一

阵阵沁人心脾的菜籽花香扑鼻而来。放

眼望去，块块相连的油菜花田一眼望不到

边，迷人的芳香和金灿灿的花朵吸引了不

少路人和游客驻足赏花留影。

秋冬一片绿，春来花无边。“这是我们

去年试种成功的冬油菜品种，别看它个头

不高，可全身都是宝。花可供人欣赏，菜

籽可榨油，菜籽麻渣还可喂猪做肥料，秸

秆可直接还田增加肥力、改善土壤结构，

这个品种还可以一年种两茬，开花时间比

常规油菜提前两个月，可有效带动乡村旅

游经济。”平安区沙沟回族乡石沟沿村鑫

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元边走边向游

客介绍道。

李新元是石沟沿村出了名的“犟板

筋”。自 2005 年创业起，他种过大棚，贩

卖过饲料，外出打过工，吃过不少苦，一路

跌跌撞撞，可却从来不认输。近年来，乘

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东风”，通过努

力奋斗，李新元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

娃”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民营企业家。如

今，他已成功创办平安海驿农牧场、鑫源

养殖合作社、海驿休闲农庄 3 家企业，团

结带动周边群众，将日子越过越红火。

“冬油菜种了 37.3 公顷、马铃薯 57.3
公顷，良种繁育种了青麦 10 号 33.3 公顷、

青稞 24 公顷……”根据多年的经验，结合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李新元的种植方向非

常明确，“通过订单制、规模化、高产或高

单价、补贴项目等多种方式进行种植结构

调整，既实现了计划互补，也避免了同一

时期收获带来的压力。”李新元介绍。

与往年不同，今年沙沟乡侯家庄村在

驻村工作队的协调运作下，依托股份经济

合作社和威思顿公司签署了马铃薯种植

收购合同，通过开展订单农业，架起农民

和市场间的桥梁，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提供了新渠道。

侯家庄村气候凉爽、光照充足、昼夜

温差大，是理想的马铃薯种植区。今年推

出的“青薯 9 号”是村民种植的首选，“优

质品种+理想产地”“订单农业收购+全程

技术指导”，为今年通过土地入股、自种等

方式加入订单农业的近 60 户村民和涉及

的 12公顷土地都上了双保险。

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从种到收

的机械化，侯家庄村驻村工作队与区乡村

振兴局积极协调，申请了 15 万元农机具

购置资金，购置了翻转犁、马铃薯种植机、

收获机、撒肥机、旋耕机等农用机械，为带

动全村农业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见到仲庄村 85 后藏族小伙牛拉毛尖

措时，他正和村民们在田间忙碌。2016
年，牛拉毛尖措用东拼西凑的 97 万元成

立了拉毛尖措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从一个

懵懂少年成为一名全省乡村振兴致富带

头人。

“通过撂荒地整治，我将种植面积扩

大到 200 公顷，建成了 200 平方米农机具

房一座，280 平方米仓库一座。现在，合

作社的‘机械大军’也逐渐增加，有玉米青

储收获机、自走式打药机，青储打包机、玉

米覆膜施肥一体机、翻转犁等 50 余台农

业机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规

模化种植的能力。”牛拉毛尖措说。

2022 年，在平安区农科局的扶持下，

他又配置了一架农用植保无人机，实现无

人机喷药作业，有效预防了长期接触农药

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如今，农业机械化和

农业高科技的运用，为牛拉毛尖措合作社

实现规模化种植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踏着支农惠农的政策和乡村振兴的

东风，如今，像鑫源、侯家庄股份经济合作

社、牛拉毛尖措合作社这样的一批批种养

殖合作社陆续在沙沟乡茁壮成长起来，

“合作社+大户”“合作社+企业”“合作社+
农户”等多种农业种植合作形式也随之悄

然兴起，成功牵起了制约农业种植发展的

“牛鼻子”。

今年以来，平安区深入贯彻中央一号

文件，按照“抓点、连线、促面”的推进思

路，鼓励村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夯实粮

食生产基础，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多次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农民大培

训、品种大示范、技术大推广”行动，实行

干部“联村制”“联户制”，农技人员临田指

导，送肥到户等多项措施，充分调动农民

种植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建立高产栽培

示范区和核心示范片，不断推动全区农业

经济取得新突破和新成效。

把握市场升温机遇
海东打好旅游“融合牌”

夏日高原，风和日丽，正是出游的大好时节。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

假，海东市各景区（点）、乡村旅游接待点人气攀升，纷纷迎来客流高峰，其

中，周边游、自驾游、亲子游成为主打内容。

今年以来，海东市紧抓文旅消费市场回暖节点，充分挖掘文旅市场潜

力，积极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推出文旅惠民政策，加快促进文旅消费全面复

苏，文旅市场人气不断提升。

据统计，截至 4 月底，海东市共接待游客 434.3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22 亿元。“五一”假日期间，接待游客 65.8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6 亿

元。全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增长显著，增速双双位居全省第一。

加大推介宣传
积极推广旅游优惠措施

今年，海东市强化与省内外旅游市场互

联互通。3 月 22 日，以“携手灵秀无锡 畅游醉美

海东”为主题，在无锡市成功举办海东文旅（无锡）专

场推介宣传活动，民族特色歌舞、民族特色商品、文创产

品、青稞酒、非遗（青绣）、特色美食（拉面）等展示展演，为无

锡市民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海东特色文旅体验之旅。

此次推介活动深入推进“东客西游”等对口协作行动，巩固

了海东现有旅游客源市场，拓展新客源目标市场，推进海东市与

无锡市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广泛交流，进一步扩大海东市对外人

文景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市民前往海东市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

“此次专场推介活动，是海东市积极响应国家东西部协作对口

帮扶的号召，加强与无锡市的旅游合作，共同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加深海东市与无锡市在文旅方

面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深化和拓宽海东文旅产业在江苏省的市场，

强化服务机构合作关系，促进异地旅游定向服务，实现互利共赢的

目的，共同推动两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海东市文体旅

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以鸿说。

同时，海东市在各大景区、星级饭店纷纷推出优惠措施，全

市所有 A 级景区向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消防人员、武警战

士推出免门票政策；对东西部对口协作城市无锡市旅客一

律凭身份证免收门票；星级饭店进行 7.5或 8折住宿价格

优惠措施，并充分利用海东智慧文旅大数据平台，通

过融媒平台开展线上宣传。

“走出去”“请进来”，海东用真招实措加

强宣传推介，加大文旅融合，在日渐升

温的文旅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开

辟了崭新天地。

丰富文旅活动内容
旅游接待实现“开门红”

从元月初开始，海东市积极开展“彩虹冰

雪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深入挖掘冬春季冰雪文

化旅游资源，推出旅游主题精品线路及“冰雪旅游+
文化”“冰雪旅游+温泉”“冰雪旅游+美食”“冰雪旅游+

体育”等冰雪旅游项目，冬春季全市冰雪旅游场所累计接待

游客 32.77万人次，实现冰雪旅游收入 1063.31万元，并成功举

办第五届“青海年·醉海东”系列文旅活动。

期间还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百龙千狮闹新春”暨河湟传统社

火展演，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年货大集、冰雪游乐等十大类 69 项

活动，推出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309 场次，群众参与人数达 813.4 万人

次，其中线下参与 120.7 万人次，现场点击量达 692.7 万人次，影响之

深远超出预期。冬春季系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全年旅游

市场基础。

“五一”小长假，海东各地纷纷推出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美食、

农产品购物、民族工艺品展示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其独具特色的美景和美食吸

引了很多省外游客前来感受和体验。从 4 月 28 日开始，民和七里

花海第三届郁金香文化旅游节开幕，紧随其后的大型花儿演唱

会，让海东更加热闹。

“疫情之后，今年明显感觉到旅游市场开始复苏升温。

我们准备‘趁热打铁’，精心打造七里花海特色旅游品牌，以

花为媒，以节会友，开展更多有意义的文旅活动，以更优

的服务理念，更高的服务标准，做好各项旅游服务工

作，努力提升潜在价值，充分彰显文化内涵，全力

打造功能完善、特色鲜明、高品质、多样化的

生态旅游目的地。”七里花海景区董事长

付成才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

“合作社+”
牵起农业种植的牛鼻子

本报记者 罗 珺 通讯员 祝美甲

赏田园牡丹 尝农家饭菜

王维民老人仔细打量他呵护了五十多年的牡丹。

牡丹丛中赏花
拍照。

给游客品尝散养的爆炒土鸡。

给游客准备饭菜。

平安驿景区里游客众多。本报记者 罗珺 摄

游客在互助县昆仑奇幻城游乐园游玩。本报记者 罗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