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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与代表们的交流中，我们常谈到和文旅相

关的话题。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过去一年全国旅游

市场全面恢复，这在青海旅游业也是有迹可循的。”全国

人大代表、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小蓉

率先开启对话。

随后，她列出一组数据：2023 年青海接待国内外

游客 4476.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30.6亿元。

“青海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机遇满满！”刘志

强语气坚定。

今年27岁的刘志强在创业之初就把目光投向了打

造公路文化 IP，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他所在的青海西北大

环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与省内14家景区达成合作，并

将“西北大环线今生必游”第一站设立在日月山服务区。

“这几年，西宁采取很多举措推动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作为‘文旅人’，我们更要为家

乡文旅事业发展努力奋斗。”刘志强说，今年，我们积

极与团省委对接，在日月山服务区建立“生态旅游青

年志愿服务站”，并专门制作了文创徽章。建设站点

的目的，一方面是让游客落地西宁后能感受到高原人

民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游客尽情体验大美山

川，并积极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

“这个想法不错！”刘小蓉高兴地说，“我们热情欢

迎大家感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幸福美丽的西宁！”

西宁扛牢省会担当，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打造

集散中心、消费中心、产业中心和文化中心为目标，积

极融入全省构建“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

文旅消费场景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积极培育“文

旅+健康”业态，在“黄金海拔”打造“康养之都”的构

想正在积极落实。

““近年来近年来，，生物园区利用高原特殊气候环境优势和生物园区利用高原特殊气候环境优势和

藏医药产业发展优势藏医药产业发展优势，，鼓励和引导医药企业发展医养结鼓励和引导医药企业发展医养结

合体合体，，开发短期高原疗养服务和藏医药文化旅游业开发短期高原疗养服务和藏医药文化旅游业，，建建

设青藏高原黄金海拔康养示范园区设青藏高原黄金海拔康养示范园区。。””西宁生物园区管西宁生物园区管

委会工作人员付进福说委会工作人员付进福说，，项目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项目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现现

已启动刘家沟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已启动刘家沟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

““未来未来，，市民和游客就能在西宁体验到个性化康市民和游客就能在西宁体验到个性化康

养服务养服务，，值得期待值得期待！！””刘小蓉说刘小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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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脊山看日出，到青海湖观蓝冰，触摸岗什卡七彩

冰瀑的魅力……青海的冬日，“诗与远方”尽显别样风采。

“青海湖是个神奇的地方，每次来这里，内心都觉

得很震撼。”3 月初，自驾游爱好者王杰又一次开启环湖

之旅。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粒粒康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韩文林同样对青海湖有深厚的感情。这些年，

韩文林持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问题。

全国两会召开前，韩文林前往青海湖调研，希望为建言

献策汲取更多“养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依然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青海湖是青海省的名片，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

下，要探索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可行路径，全面打

造‘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样才能让‘流量’真正变为‘留量’。”

怎么去做？韩文林说出了自己的思考：加快环湖

大景区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持续完善交通旅游、住宿

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与服务要素，全力推进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

“的确，做好生态旅游就要整合优势资源，加强配套

服务，因地制宜打造精品线路，这样才能为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全国

人大代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

寄宿制初级中学教师郭金萍说。

随后，郭金萍以门源县举例：“西部是环湖地区海

拔最高的岗什卡雪峰，中部是中国最美的百里油菜花

海，东部是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

源让门源上榜全国‘最美县域’。”

“今年冰雪旅游特别火热，周末就有不少游客来岗

什卡景区‘打卡卡’’，，在照壁山景区举办的冰雪嘉年华也吸在照壁山景区举办的冰雪嘉年华也吸

引了不少游客引了不少游客。。””门源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祁志新用简门源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祁志新用简

单的陈述道出了门源的单的陈述道出了门源的““冰雪热冰雪热””。。

““这是将这是将‘‘冷冷’’资源转变为资源转变为‘‘热热’’产业的具体体现产业的具体体现。。在在

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学生从美学角度去体我将继续带领学生从美学角度去体

验验、、感知感知、、记录青海大地的壮美与和谐记录青海大地的壮美与和谐。。””作为一名美术教作为一名美术教

师师，，郭金萍始终不忘在教学中渗透与延展生态美育郭金萍始终不忘在教学中渗透与延展生态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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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的美，气象万千，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了

更多信心与希冀。

“我们吃上了‘旅游饭’，腰包‘鼓’了起来！”3 月 3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举行了

股东分红，东和乡麻吉村村民喜笑颜开。

“大伙儿再接再厉，未来的日子一定更美好！”全国

人大代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国

栋由衷地为群众高兴。

“这几年，我们依托交通便利的优势，通过打造花

海、开办农家乐、免除门票限制、发力‘夜经济’等方式，

不断丰富景区的生态观光体验，许多‘头回客’变成了

‘回头客’，省外游客也都纷纷点赞，这让我们大家都很

自豪，很有干劲。同时，我们将继续发挥好农文旅融合

的优势，在带动群众就业的同时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负责人任成义说。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出台支持汽车、家居、电子产品、旅游等消费政策”

“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

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大家讨论

热烈。

“生态旅游已成为互助发展中的一张‘金名片’。”王

国栋说，要找寻新的增长点，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旅

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河湟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带，

做“美”四季文章，力将北山景区打造成“一芯一环多

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中重要节点，差异化打造“绝

美北山生态游”“土族民俗游”“红色研学游”“特色乡

村田园游”等旅游线路，并在生态旅游跨区域联动方

面下功夫，与周边地区共同实现“大旅游”融合发展，努

力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百姓富裕的有机统一。

从寻梦冷湖天文小镇的星空到定格察尔汗盐湖的

梦幻，从湟中鲁沙尔高跷沙尔高跷““火火””出圈到社火展演勾起人们出圈到社火展演勾起人们

对传统民俗的回忆对传统民俗的回忆，，从风光旖旎的玉树隆宝滩到巍巍耸从风光旖旎的玉树隆宝滩到巍巍耸

立的阿尼玛卿雪山立的阿尼玛卿雪山，，从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到多元文化从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到多元文化

在江源大地上相映生辉……以文塑旅在江源大地上相映生辉……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旅彰文，，打造打造

极具青海特色的生态旅游带未来可期极具青海特色的生态旅游带未来可期。。

瞧瞧，，两会现场两会现场，，代表们围绕代表们围绕““支持打造河湟文化支持打造河湟文化、、昆昆

仑文化品牌仑文化品牌””等内容提出了相关建议……等内容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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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感受大美青海的靓丽颜值。

游客近距离感受壮阔山河。

冰雪运动为青海冬季旅游“加温”。 本报记者 祁国彪 摄游客沉浸于青海的大美风光中。

本报记者 丁玉梅

“咔嚓！”快门声响起，海北藏族自治

州刚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主任丛

日欣仔细端详拍到的照片，脸上笑意不

断，“随手拍青海湖，张张都是大片！”

工作之余，丛日欣喜欢到青海湖周边

拍照片。不过他最钟情的还是青海湖圣

泉湾生态体验区，“体验区是唯一能俯瞰

青海湖的地方，天气晴朗时，还能从这里

看见海心山。”

2023年，为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青海湖示范先行区，刚察县 4 个特许经营

观景点陆续开放，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

区（祭海台、断崖）开放当日，慕名前来观

看湟鱼、断崖打卡的省内外游客络绎不

绝。

沿 着 315 国 道 ，从 刚 察 县 城 沙 柳 河

镇，前往泉吉乡。路上，金黄广阔的草原

和藏式特色民居不断交替，让人眼前一

亮。行至 30 多公里处，向左穿过桥洞，如

海般宽广的青海湖出现在眼前，这里就是

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

站在湖边木栈道，不少游客在冰封的

青海湖拍照留念。青海湖蓝冰在短视频

平台火起来后，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

今年春节假期，体验区游客日接待量较以

往增加了不少。

对于这一变化，体验区运营负责人保

学才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一个冬季，体

验区短视频账号涨了很多粉丝。春节期

间，高德地图青海热门景区搜索体验区排

第三！”

和保学才一样高兴的还有泉吉乡冶

合茂村党支部书记旦木真，体验区火起来

后，村集体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村民的

腰包也是水涨船高。

“去年底我们分红 40 多万元，不少村

民靠传统手艺，端起‘旅游碗’吃上‘生态

饭’。”旦木真坦言，虽然这些年村里通过

卖酸奶、开民宿等方式，努力增加群众收

入，但实际收益并不理想，群众参与度也

不高。从去年开始，村里通过草场流转等

方式入股体验区，运营方在景区内搭建摊

位，吸纳困难群众，通过售卖工艺品来帮

助大家增收。

冶合茂村村民华夸才让的家庭收入

主要来自放牧。体验区建成后，他在景区

靠着自制特色餐食、牵马拍照等方式吃上

了“旅游饭”，旺季时每月收入有近万元。

他说：“有了体验区后，挣钱的方式也多

了，青海湖的好生态，给大家带来了好光

景。”。

“生态是青海湖的底色，我们景区所

有建设都以保护为主。”丛日欣说，随着体

验区的游客日益增多，他们会联合当地乡

镇、县市监、县城管等部门，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为游客营造良好的游玩体验，

不断提升体验区的美誉度。

随着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知名

度越来越高，刚察县也将景区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列入日程：4 月景区内将建成柏油

路，增加观光车和民族特色体验项目……

刚察生态旅游风正劲。

端起“旅游碗”
吃上“生态饭”

青海全力以赴展现生态文明高地之大美青海全力以赴展现生态文明高地之大美，，让世界级生态旅游让世界级生态旅游““品牌品牌””越发闪亮越发闪亮。。

雪山、草原、湖泊，雪豹、藏羊、白唇鹿，皮影、藏戏、“花儿”会……独特的地
理地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青海高品质高标准的“诗和
远方”。

青海牢牢把握新时代旅游发展新机遇，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主动适应旅游
消费新需求，持续增强旅游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

展格局，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如何用好资源禀赋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既是青海的“必答题”，也是全

省广大人民群众心头的殷切期盼。
全国两会期间，我省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围绕生态旅游相关话题和基

层群众交流热议。

本报记者 张慧慧

高原风光无限好高原风光无限好 诗与远方待君来诗与远方待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