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湟源县越来越多的村落利用当地
自然和人文资源，乘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

“东风”打造了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乡
村旅游，让久居城市的人们走进乡村游的绿水
青山。

从湟源县城驱车行驶不到 6分钟便是麻尼
台新村，一排排整齐的农家小院，上面挂着“六
巷 4 号院”“刘家小院”等字牌。干净整齐的农
家院，湟源里脊的香味瞬间将人带入恬静的农
家生活。近年来，波航乡易地搬迁后以“民游-
民食-民宿”为主线，将麻尼台、下台、上台、石
崖湾、南岔 5 个易地搬迁村集中安置点打造成
特色农家乐、农家客栈，以老八盘、十大碗、湟
源里脊等特色农家菜品传递本地文化习俗、展
现淳朴的乡土生活。2021 年，湟源县全年共接
待省内外游客 225.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36242万元。

湟源县依托流传于本地的青稞酒和青稞
醋酿造技术，鼓励艺人用传统工艺加现代酿造
技术发展酿酒、酿醋作坊，游客们不仅能品尝
到喷香的美食和香醇的美酒，还能在归家时带
着陈醋作为馈赠佳品。2021 年，吉友湟源醋实
业有限公司的颜欢醋、树莓农业产业化有限公
司的瑶池红牌树莓果酱参加中国特色旅游商
品大赛，分别获得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和铜
奖。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33

近两年，宗家沟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小高
陵红色教育基地已成为湟源县旅游主阵地，
成为省内外游客打卡地。宗家沟景区为了解
决冬季旅游活动匮乏、项目单一的难题，创新
思路，积极探索，主动谋划冰瀑、雪雕等冬季
旅游项目，于 2018 年开始打造集冰瀑、冰挂、

雪雕及灯光秀为一体的夜间旅游经济，以
全新的内容填补湟源县冬季旅游项目

的空白，丰富和活跃了旅游市场，促
进了全县旅游事业的发展。

匠心打造精品旅游新业态44

西海全媒体记者西海全媒体记者 张娜张娜

2021 年，湟源县加大生态绿色工程实施
力度，投资 2516 万元实施国土绿化人工造林
3.58 万亩、森林经营 8 万亩、封山育林 0.5 万
亩，全县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巩固；投资 165.72
万元城乡绿化工程，新增乡村绿地面积 3.36
万平方米，全县人居环境面貌不断得到改
善；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制”全面落实；截至
目前，累计 8 个乡镇、83 个村创建了省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示范村。此外，完成
了 146 个村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配置，
46 个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建成
农村污水管网 160 公里。聚力打造“湟水上
游生态强县”，强化“上游意识”，担当“上游
责任”，以“一芯一屏一谷”“两山两河两通
道”生态建设为布局，加速全域增绿增景、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
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

湟源县坚持把全域旅游作为“两山”理
念实践转化的现实路径，致力打造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示范县，精心厚植优美生态，深
入挖掘文化底蕴，推动形成生态充分保护和
资源高效利用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提供更多优质宜游的
绿色保障，协同推进“生态美、旅游旺、百姓
富”的良性循环和有机统一，努力实现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建+文化+旅游”
打好生态旅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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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源县是唐蕃古道重镇。二
十世纪以来，湟源县成为进藏达
疆、往宁入甘旅游线路上的重要
通道。湟源县深厚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便捷的旅游通
道,彰显出其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中无法被取代的优势。

2022年，湟源县将依托自然生态、人文历史，
匠心打造精品旅游，大力发展自驾游、研学旅游、
康养基地等旅游新业态，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与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健全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良
性互动运行机制，促进生态保护和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探索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湟源模
式”。

今年，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理念，促
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湟源县大力推进“以奖代
补”政策，激发农家乐、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民
宿等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发挥好政府资金的杠杆
作用，加大乡村休闲娱乐项目开发与整合，引导
产业有序聚焦，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和吸引力的
休闲娱乐项目。创建和平乡至日月藏族乡、东峡
乡至大华镇 2个全域全时全季全业态乡村旅游示
范带及和平华石山、大华拉拉口至巴汉、阿家图
至牙麻岔、纳隆口至巴燕吉盖 4 条“浪河滩”文化
经济带。

湟 源 县 将 充 分 利 用 丰 厚 的 非 遗 资 源 ，开
发 丹 噶 尔 皮 绣 、湟 源 排 灯 、丹 噶 尔 老 酒 、湟 源
陈醋、沙棘、树莓酒等特色文创产品及乡村旅
游特色伴手礼，引导非遗产品市场化产业化，
加 大 对 国 家 A 级 景 区 、星 级 旅 游 乡 村 接 待 点
的非遗旅游建设力度，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把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特 色 文 旅 产 品 ，鼓 励 围 绕 农
副 产 品 、农 村 手 工 艺 品 、曲 艺 节 目 等 ，开 展 多
种形式、灵活多样的创业、创客行动和产品研
发。

相信今年一定会有更多的游客走进湟源，聆
听茶马互市的“驼铃声”，感受“大美湟源”的人文
之美和自然生态之美。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湟
源县委县政府秉承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理
念，敢为人先，实干善成，以“党建+文化+旅游”
方式，紧紧抓住小高陵村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建阵地，兴培训，打好红色文化旅游特色牌。
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于 2020 年入选省委组织
部“一县一基地、一县一特色”教育基地名录，
被评为省级“四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2021
年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被选入“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如今，小高陵被打造成
以干部教育培训为主、以现代农业观光、生态
体验和休闲度假为辅的旅游产业综合体。据了
解，2021年,湟源县共完成旅游投资 2.5亿元，成
功推荐日月藏族乡为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乡镇，兔儿干 24个庄廓为首批西宁市河湟精品
民宿，丹噶尔古城景区为首批西宁市文化旅游
消费示范街区，小高陵红色旅游基地评定为省
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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