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报观察2023年6月9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绽 娟 5

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天然结晶的盐湖倒映着雪山、牧场……每年5月伊
始，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旅游季。淡淡水波轻抚
晶莹的盐花，明镜似的湖面将周遭的景色尽收“眼底”，其中，一席席红裙是那远
方而来的慕名游客。

旅游季节的到来，带给茶卡盐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早些年，游客到这
里游玩仅仅局限于观光和网红打卡的“过境游”。如今，茶卡盐湖把目光聚焦在
更深层次的生态旅游方面，不断探索升级特色民宿、星空露营、夜市烧烤、民俗文
化体验等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在“吃、住、行、娱”等方面均获得崭新体验。

时过境迁，今天的茶卡盐湖以生态旅游发展立本，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本报记者 苏 烽

初到茶卡盐湖，是在

2013 年的夏季。当时，这

里的旅游还显得比较“潦

草”，沿着茶卡镇上的公路

徒步行走几公里便到达景

区门口，经过简单的检票

环节，就算开始一场盐湖

之 行 了 。 那 个 时 候 的 旅

游，没有攻略，更没有智能

引导，只是跟随着指引牌

走几步，眼前的湖面便一

览无余了，整个过程大约

不到 1个小时。

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眼

前的一切已是今非昔比。

走进毗邻景区的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

茶卡镇，林立的高楼和宽

阔的公路让人眼前一亮。特色鲜明的

乡村民宿，充满了浓浓“茶卡”味的农特

产品，让人深深感受到这里已经和茶卡

盐湖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融为一体。

近年来，茶卡盐湖作为乌兰旅游

的“金名片”，带动着区域旅游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发展。依托盐湖特色资

源、红色旅游资源、国家沙漠公园、国

家森林公园等优势资源禀赋，乌兰县

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以更深层

次的生态旅游发展布局，持续扩大产

业规模，加速旅游业与其他产业深度

融合，旅游配套服务水平不断升级。

茶卡小镇的变迁只是乌兰县深耕

生态旅游建设诸多实践的缩印，更多

丰富的旅游内涵正在这里被深度挖潜

和融合。比如，过去游客到茶卡盐湖

的旅游体验只仅仅停留在观光打卡上

面，而现在除了能观赏茶卡盐湖的美

景，还可以在参加骆驼骑乘、滑翔伞、

热气球、卤水漂浮等精彩项目的过程

中，深度体验到这里独具特色的盐文

化和民俗风情，尤其是拍摄茶卡盐湖

的夜景，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茶卡盐湖的旅游发展中，服务

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景

区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和质量，旨

在为广大游客提供更为贴心、专业、

高效的服务。例如，景区不断完善、

升级基础配套设施，以确保游客的游

玩安全和舒适度；在旅游接待方面，

建成并投运了茶卡旅游集散中心，以

更加良好的接待服务体系及时解答

游客咨询。

可以看出，茶卡盐湖生态旅游空

间格局的核心就是多元旅游体系的

融合。无论是景区不断开发创新景

点和旅游项目，还是挖掘以盐文化为

核心的文旅产业融合，拓展延伸旅游

产业链，以及服务力水平和质量的不

断提升，都为茶卡盐湖旅游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梦在盐湖之外。如今，瞄准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布局，茶

卡盐湖旅游发展的生态圈正慢慢完

善和优化，涵盖生态保护、乡村振兴、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新格

局也渐渐打开，茶卡盐湖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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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需求
文旅融合推动旅游产业“蜕变”

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持续发展和变化的行业，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旅游业也在不

断探索新的业态，以满足游客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期望。

漫长岁月中，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下，茶卡盐湖在

柴达木盆地孕育而生，并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美轮美

奂的绝美景观，和周围的蓝天、白云、牛羊和雪山构成浑然天

成的美丽和谐图景。这种景观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然而，单纯靠景观、景点来吸引游客的发展模式终究会

让活跃的旅游市场止步不前。早些年，前来游玩的不少游客

就曾对“一个茶卡盐湖设立两个景区”的模式表示不理解，这

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旅游产业发展所暴露的问题。

如何依托现有的盐湖旅游资源，突出差异化发展，挖潜

丰富的旅游发展内涵，拓宽旅游产业辐射半径，成为当地旅

游经营者把握旅游市场主导、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夏日的茶卡盐湖，晶莹的湖面水波不兴，往来的游客络

绎不绝。走进茶卡盐湖“天空壹号”景区，广袤的湖面和晶莹

的盐花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终于领略到了这水

天一色的盐湖美景，身处这里是那么空灵自在，真是不枉此

行。”在景区木栈道上，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游客

邰欣和朋友尽情享受着这份自然之美。

茶卡盐湖“天空壹号”景区是 2015 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乌兰县通过招商引资的一家以盐文化为核心，融合德都

蒙古、景颇寻根以及农垦文化元素的游乐体验性景区。这些

年，景区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新增了很多吸引游客体验

的游玩项目，取得不错的效果。

傍晚时刻，景区的实景演艺场里鼓声隆隆，鼓声和光影

交织回荡，大型历史马术实景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式开

始。单人骑双马、马上叠罗汉、马上骑射……骑手们的惊险

动作让人眼花缭乱，引来观众席上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太震

撼！太精彩了！”来自山东的游客张霞说：“看了这场演出，让

我领略了高原独有的风土人情，十分难忘。”

“这座演艺场是青海省内的第一个实景演艺剧场，也是

景区挖潜文旅融合发展内涵，不断创新的具体实践。”公司品

牌营销部经理董永辉介绍说，文旅融合是提高旅游品质的重

要环节，通过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可以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

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旅游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挖掘盐湖旅游资源、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打造特色

鲜明、品牌突出、相互带动、链条延伸、拉动明显的产业结构，

成为景区当下提升旅游品质的关键。目前，景区除了有实景

演艺、卤水漂浮馆之类的深度体验内容，还推出了音乐节、草

原骆驼、水上排筏、沙滩车等多种供游客参与的活动，这些项

目不仅满足了游客的消费需求，更让游客亲身感受到茶卡盐

湖独特的文化底蕴。

不断探索旅游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深化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体验，茶卡盐湖在融入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中蹄疾奋进，旅游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

蜕变。

据了解，今年，乌兰县依托茶卡作为海西盐湖精品生态

旅游线路和青甘、青藏、青川、青新区域旅游大环线上重要节

点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资源

优势，进一步深挖盐湖景区景观展示和历史文化价值，正在

奋力建设以茶卡盐湖为核心的“大茶卡”旅游综合体。

释放新动能
辐射带动特色产业再“升级”

茶卡盐湖的旅游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生态旅游产

业的蓬勃发展，无论是民宿、餐饮、交通等方面都得到全面

提升和完善。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

收入来源，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其中，民宿发展正成为盐湖旅游的一股新“势力”，它

不仅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亲切、舒适的住宿环境，也推动着

周边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

举一例，乌兰县茶卡镇茶卡村是毗邻茶卡盐湖的一个

小村庄。过去，村里 209 户 709 名村民大多以外出务工和

种植小麦、马铃薯等作物为生。茶卡盐湖旅游的兴起，给

村子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

“这些年，随着茶卡旅游的爆火，镇上不断转变发展思

路，鼓励临近的村民开办家庭宾馆、特色民宿，发展和旅游

服务业等相关的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茶卡镇副镇长

王梅介绍说。

整洁靓丽的村容村貌，家家户户造型别致的独栋院

落，以及水电路、排水管网相具完善的基础设施……置身

于这个因旅游而兴的村落，变化是显然易见的。如今，在

茶卡村开设家庭宾馆的村民有 207 户，床位达 3850 张。仅

去年，村集体收入就达 32.43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 万

元。

村民曹彦旺高兴地说：“以前，我们主要种植藜麦、青

稞，农闲时还要出远门打工赚钱，十分辛苦。现在，许多游

客到村民自己家开的民宿游玩、住宿、吃饭，大家都能在家

门口挣钱增收，实话太好了！”

民宿的发展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旅

游业各个领域的融合。“现在还没到旅游旺季，我们想着装

修升级一下，更好地满足游客们的需求。”村民曹彦虎 2015
年在村里开办了家庭宾馆，如今，伴随着盐湖旅游产业的

不断发展，他深感过去简单开办家庭宾馆的方式已跟不上

时代。

茶室、泳池、网红打卡以及星空房、亲子房……走进曹

彦虎家的莫凡民宿，和以往简单装修和设置床位的家庭宾

馆不同，这里浓浓的现代设计感和规划特色的房间让人眼

前一亮。

“每年 7、8 月份旅游旺季都是爆满，游客们对这种风

格的民宿评价很好！”曹彦虎说：“这些都多亏了政府的引

导，要是光靠以前那种有房子就能挣钱的理念肯定是不行

的。”

2019 年，在当地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曹彦虎投资 190
万元对自家的家庭宾馆进行提档升级，升级后的第二年旅

游旺季，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营业额便达到 20 万

元，收入实现了翻番。

近年来，围绕深化旅游业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乌兰

县编制完成《乌兰县民宿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一方面

推动当地民宿发展提档升级，形成特色的盐湖民宿旅游体

验文化；另一方面，将民宿服务纳入旅游线路规划，为游客

提供更加全面、更加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如今，提档升级后的茶卡民宿，全面释放出产业融合

发展的新动能，呈现出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旅游新业

态，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让越来越多的当地百

姓在家门口吃上了“致富饭”。

营造新环境
人性化的旅游服务更贴心

作为青海省境内的一处著名景点，近年来，茶卡盐湖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游览。为了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乌

兰县积极跟进相关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旅游服务

标准，强化旅游监管，促进旅游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我是第一次来茶卡盐湖，这里的景色很美，体验很不

错。而且旅游服务很好、物价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来

自湖南湘西的游客黄蓉在茶卡旅游集散中心一边购票，一

边对旅游集散中心热情的服务赞不绝口。

黄蓉和朋友在出行前进行了一些攻略，“刚开始还担

心这次旅途不会那么顺利，因为看到网上说这边的服务都

比较滞后，而且停车、住宿都比较紧张。”当结束了一天的

茶卡盐湖游玩后，黄蓉说：“旅游的整个过程都挺顺畅的，

从到旅游集散中心购票、到免费搭乘摆渡车、再到景区体

验各种项目，都非常满意，特别开心。”

往年，每到七、八月份旅游高峰期，茶卡地区旅游车辆

骤增，每日车流量和旅客流量均达到上万次，国道 109 线

橡皮山至茶卡路段经常发生堵车，给广大游客和过往车辆

造成诸多不便。

2021 年，茶卡旅游服务中心建成投运，通过优化旅游

导航线路，将旅游车辆分流到旅游服务中心，旅行社车辆

经指定路线直接进入盐湖景区停车场，自驾游旅客在旅游

服务中心换乘环保观光车进入景区，从根本上解决了旅游

旺季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旅客承载和服务接待能力。

“中心现在拥有西北最大的地面停车场，可同时停放

5200辆车，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解决了道路拥堵的问题，

还能为游客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服务。”乌兰县旅游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尼玛尖全说，建设服务中心的初

衷，一方面是保护盐湖及其周边湿地、草场生态环境；一方

面是缓解交通压力，有效解决道路拥堵问题。另外，是完

善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发展智

慧旅游，为游客提供智能便捷服务。

旅游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是关乎整个旅游产业健

康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乌兰县在以促进旅游服

务水平和质量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

积极回应群众和游客诉求，不断拓宽和延伸旅游服务半

径，让旅游服务变得更贴心。

今天，茶卡盐湖，这座昔日里沉寂许久的工业盐湖，终

究在青海省紧扣生态谋篇布局的浪潮里破空而出，并紧跟

着时代发展的潮流，汇聚起澎湃的发展动能，以每年数百

万的旅客接待量和日新月异的生态旅游新业态，涌立在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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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游客在湖面上拍照留念游客在湖面上拍照留念。。

游客在茶卡镇上的民宿体验当地民俗文化。

湖面上的星空营地湖面上的星空营地。。

手捧哈达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手捧哈达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天
空
壹
号
景
区
。

乌
兰
县
生
态
环
境
局
供
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苏烽 刘法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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