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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体验攻略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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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新韵与秀丽山水相辉映，全域

旅游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进入文

旅融合新阶段，海东市平安区不断推动

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优质文旅

品牌，激发多层次消费能力释放，致力于

让文化发展有活力、旅游发展有魅力，致

力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好地满足

群众憧憬和向往的“诗与远方”。

创新+创意

谱写全域旅游“诗和远方”

河湟古驿河湟古驿 中国硒都中国硒都
55

●平安区是唐蕃古道和古丝绸之路南
线的重要驿站，这里不仅有众多历史古迹，
还有峡群森林公园、东沟林场、硝水泉传统
村落，是夏天省内休闲避暑的好去处。近
几年来，平安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打
造一批风景别致，独具特色的“浪山”点，石

壁花海、莲花山庄、旖旎六台以及城
区众多湿地公园。徜徉在花海和
溪流声中，感受和家人团聚的欢
愉，在农家院中休息吃饭，惬意自
在的体验让人们流连忘返。

景
点

腾腾蒸汽之间，一片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片
快速飞入锅中，没入沸水后又翻腾起来，浮上
水面用漏勺舀起来，滤掉汤水，倒入一旁的炒
锅之中，加上调味的酱汁以及羊肉、洋葱、蔬菜
等，一碗碗尕面片就出锅了。另一旁，有金黄
香脆的干板鱼，出锅后撒上辣椒等调料，顿时
香气四溢，咬上一口，外酥里嫩。

走进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映入眼
帘的是青海各类特色小吃，老酸奶、狗浇尿、羊
肠面、搅团、“洋芋津津”……穿梭于每个铺面
前密集的人流之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
刚出锅的美食，大快朵颐，赞不绝口。

沿着古朴的青石板路踱步，置身仿古的老
火车站、邮政所、人民公社等建筑，让人的记
忆一下回到了几十年前，门楼、雕梁的戏楼和
庭院前的小溪，唤醒人们深处的记忆。游客
累了便钻进一处茶楼，聆听美妙动听的“花

儿”、平弦演唱，接过店家递上的暖壶，坐在湖
边观赏美景，喝着盖碗茶，闲话桑麻，无比舒
心陶醉。

如今，平安的美不仅在于优越的生态环境，
更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游客在旅游期间，已
不再满足于到景区“打卡游”，更愿意选择看民
俗、看历史、看文化。通过这些河湟区域古色古
香的传统建筑和传统美食、老工艺、老艺术，勾
起人们对河湟的乡愁记忆。

近年来，平安区聚焦非遗保护与传承，将非
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域化的文化旅
游新空间。同时，作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之
一，平安区探索区域乡村旅游扶贫实践路径，
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改善乡村生态面貌，打造
民俗旅游的特色体验地，逐渐形成宜游带动宜
业、宜业助推宜游的循环发展模式，成为青海
的又一张旅游新名片。

为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平安区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乡镇文化阵地、旅游景点、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游
客接待、停车、环卫、文化服务等基础条件，优先解决乡村旅游
扶贫村（点）水、电、路等配套设施。加快完善旅游景区标志标
牌、导游导览图、景点解说牌等旅游标志体系。继续争取旅游
厕所项目，推进“厕所革命”，提高旅游厕所覆盖率。加快旅游
集散中心建设进度，推动线上与线下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发展
智慧旅游，不断优化旅游综合服务功能。

平安驿作为平安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注重在提升服务质量、完善产品种类、提升核心竞争力上下功
夫。同时，重视平安柴火鸡品牌效应，统筹规划平安柴火鸡产
业发展道路，拓宽平安柴火鸡受众市场，引导柴火鸡产业发展
壮大。启动《平安区“青绣”发展三年计划》，挖掘、培育一批

“青绣”艺人，针对性开展专项培训，按计划、分步骤申请评定
省级艺人。引进有实力、有意向的文化企业，整合现有“青绣”
资源，创新投入和市场化运作机制，构建“非遗+文创”“非遗+
民宿”“非遗+景点”等发展模式，做大做强平安青绣产业。

在做好配套服务的同时，平安区把乡镇文化站（室）建设成
集群众文体活动、非遗传承培训、图书阅读于一体的综合性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实现从“送文化”到群众

“迎文化”的转变。规范旅游管理服务，指导乡村旅游经营者照
章服务与经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确保文化旅游市场平安有
序，推动旅游业从“粗放式管理”向“依法规范管理”转变。

平安区创新“三区人才”管理与培养，指导各乡镇创作高质
量文艺节目，扎实开展文艺节目创作与演出，选取优秀节目在
大型活动中演出。创新开发特色村镇，深度挖掘村镇特色旅游
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村镇。以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平安驿获评4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全力推进平安驿特色小镇建
设，大力开发三合田园综合体、硝水泉传统民居等村镇资源，努
力开发特色村镇蕴涵的巨大发展潜力。

创新举办品牌节事。在一如继往做好连续十六届“相约
平安”活动的同时，平安区连续开展“杏福岭·平安与春天的
约定”、连续五届乡村旅游季、非遗展演等。不断整合文化、
旅游、体育等所有资源，积极尝试文旅融合、文体融合发展
之路，成功承办第七届青海省民族传统弓射箭精英赛暨全
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抢抓机遇，以此积极申报中国传统弓
射箭之乡；深入调研，大胆尝试，与青海省国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有效对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秉承“坚持产业引领，
夯实振兴基础”的理念，助力平安区乡村振兴，联袂成功举
办“喜迎冬奥·祝福祖国”平安区第二届冰雪季，莲花山冰雪
大世界成功开启，打造推出石壁“彩陶火锅”，填补了平安冬
季旅游的空白。集中策划开展“花儿”会、旅游服务技能大
赛、传统弓赛事、趣味农民运动会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质
量高、影响大、有品位，参与性、体验性强的活动，在创新突
破中推动旅游产业加快发展。创新打造文创街区，平安区
充分挖掘和展现街区文化，将平安坊步行街、三千坊步行街
打造成为文创街区，突出文化和创意的融合发展，引入文化
创意产业，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各方支持、群众受益的
长效街区建设机制，实施文创产业集聚工程、文化品位提升
工程，形成网红效益，推动三产健康快速发展。

以创建“中国诗歌之乡”为契机，平安区编印“平安诗
笺”、《古驿平安》旅游画册，集结出版“平安文丛”，开展“中
国硒都·诗意平安”全国诗歌大赛征稿，打造以“五个一”为
主要内容的诗意景区、诗意公园、诗意校园、诗意村镇。努
力争创继“中国硒都”名片之后的又一张“国字号”文化名
片，使城乡有诗情，村落有画意，围绕做美做优乡村旅游、做
全做细景区旅游、做好做足优质旅游，致力于景区带动、民
宿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径。

平安区文旅系统将坚决贯彻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关
于文旅融合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广大文旅系统干

部职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在全域旅游创建
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接续发力，奋力推进

全区文体旅游广电事业再上新台阶。

●当地旅游部门对旅游线路进行了规划，其中
包括兰西经济圈旅游线（兰州-民和-乐都-平安-互
助-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祁连风光旅游景区-门
源-兰州）、丝绸之路旅游线（平安-西宁-塔尔寺-青

海湖-茶卡盐湖-卓尔山-张掖-酒泉）、唐蕃古
道旅游线（平安-互助-西宁-塔尔寺-青海
湖-日月山-倒淌河-玛多黄河源-玉树-称
多），以及海东市旅游圈旅游线、平安经典
一日环线游等线路，期待你的选择。

路
线

●●山水田园风光游山水田园风光游、、农家美食乡村游农家美食乡村游、、风情风情
文化人文游文化人文游、、富硒果蔬采摘游富硒果蔬采摘游，，平安区深度开发平安区深度开发
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探索洪水泉休闲农场探索洪水泉休闲农场、、白沈沟文创农白沈沟文创农
业业、、瓦窑台特色民宿瓦窑台特色民宿、、马驿新村特色餐饮等全域马驿新村特色餐饮等全域
旅游新模式旅游新模式、、新业态新业态，，深入实施深入实施““行业行业++””战略战略，，重重

点打造平安驿点打造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游河湟民俗文化体验游、、平安平安
镇马驿新村镇马驿新村、、平安镇白沈沟富硒果蔬采摘平安镇白沈沟富硒果蔬采摘
观光游观光游、、三合镇冰岭田园综合体三合镇冰岭田园综合体、、古城乡古城乡
传统射箭健康运动游传统射箭健康运动游、、沙沟乡卓仓部落沙沟乡卓仓部落
风情游风情游，，巴藏沟登山巴藏沟登山、、露营露营、、观星户外游观星户外游，，
开启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开启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休
闲

●在游客吃喝玩的选择上，除了平安驿·河湟民
俗文化体验地的青海地方小吃，游客不妨品尝平安
柴火鸡。平安柴火鸡不仅在当地家喻户晓，每逢节
假日，很多周边游客也慕名而来。与此同时，平安

月饼、平安牛头宴也是平安区最具代表性的美
食，富硒农产品，富硒果蔬、富硒蒜酱食品和
平安绣、平安枕、平安鞋等文创产品也是平
安行的特色和亮点。晚上，“花儿”演唱会、
小吃夜市一条街、电音节等活动更是让游
客直呼过瘾。

美
食

全域旅游融入平安文化符号33

美食挑动味蕾 非遗传承体验乡愁22

西海全媒体记者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延绯李延绯 通讯员通讯员 张生贵张生贵 马军马军 段鹏飞段鹏飞

2021 年以来，海东市平安区文体旅游广电
局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至
2021年 12月，平安区旅游收入达5.87亿元，同
比增长20.04%；全区旅游人次达213.4万人次，
同比增长 19.22%；完成文化和旅游投资额达
6.09亿元。

平安区坚持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中心，全力
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文化传承、文
旅融合、全域旅游、文物保护、优质发展等战略，
精准施策、精准惠民，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
努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平安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古驿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在公共文化服务上，大力推进标准化、均等
化、精准化、特色化，平安区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
向农村社区集聚、向基层群众倾斜，把文化建设最
明显的短板、最薄弱的环节、最基础的部位夯实做
强。深入实施跨界融合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文旅

新业态、新产品，努力构建文旅文体融合发展的空
间布局，力争把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
做细，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成功创建，为打造区域
文化高地提供产业动能和文化支撑。

在河湟文化的传承上，平安区挖掘平安文
化、驿站文化、祈福文化，编辑整理平安人文历
史、景点、美食、生态变迁、脱贫纪实等系列丛书，
征集平安文化旅游主题歌曲，开展平安诗歌征
集、音乐作品创作，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发
展。提炼平安文化符号，将平安文化元素植入城
市建设、建筑风格、道路装饰、旅游景区等，集中
体现平安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地域风
情，丰富文化内涵，增添乡愁记忆。

随着旅游事业发展步伐显著加快，今年，
平安区将继续实施旅游基础项目5项，总投资
170万元；实施旅游要素建设项目5项，总投资
70万元；旅游体系建设3项，总投资40万元。

醉美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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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海东市平安区文体
旅游广电局提供

神奇的阿依赛迈山神奇的阿依赛迈山

平安区湿地公园平安区湿地公园

3 月 19 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李翔一家三
口早早就整理好行囊，准备过个不一样的周末。

从西宁出发四十公里左右，四十多分钟车程，
李翔一家自驾游来到了海东市平安区一处采摘园，
与西宁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相比，这里依山傍水、
鸟语花香、河水潺潺，让工作一周的李翔感到轻松、
自由和惬意。

进入采摘园，春意盎然，草莓红得像一个个
小灯笼，绿绿的草莓叶在阳光下更显活力与生
机，园内瓜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一股淡淡的香
气扑鼻而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来采摘的游
客络绎不绝。

在相邻的多肉植物大棚内，展示台上摆放着形
态各异的多肉植物，吸引游客驻足，工作人员细心
地把每盆植物都贴上了名字和价格标签，在这里游
客既可以免费畅游，又能现场选购产品，尽情享受
闲暇惬意。

“天气热了，周末全家人出来游玩，不仅可以品
尝到新鲜的瓜果，还可以欣赏沿途风景，心情特别
好，也能让孩子更多体验、了解到乡村旅游文化。”
李翔说。

平安区距离西宁机场仅十多分钟的车程，
从西宁出发，坐动车仅需二十多分钟便可
以到达。观美景、尝农家饭、住农家院，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假期到平安短途
游。在距西宁半小时的经济圈里，

平安区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
景区环境的同时，也让更多

游客切身感受到丰富多
彩的休闲娱乐活动，

真 正 体 验 到 了
游 、逛 、吃 、

住 一 体
的 轻 松

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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