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大青盐的魅力2从高原盐湖小镇到改革典范1

乌兰县深入挖掘田园风光、民俗风情、红色旅游
等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构建“景区+农户”等模式，通
过建设茶卡镜上小憩民宿、都兰河村暖和之家等典
型乡村旅游点，补足乌兰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短板，
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旅游产业，提高收入。

在建的茶卡镇德都蒙古文化风情体验园项目
位于乌兰县茶卡镇东侧，109 国道南侧，茶卡旅游
集散中心以西。德都蒙古风情园主要建设内容为

大汗金帐、服装馆、习俗馆、手工艺馆、白食馆、文
化广场、蒙古风情射箭场、摔跤勇士观战场、哈达
迎宾区、骑马体验场、特色住宿体验区、雕塑及景
墙。

德都蒙古文化风情体验园项目充分彰显青藏高
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让世界
了解高原独具特色的德都蒙古文化个性，有力提升
了海西州文化品位，提升茶卡盐湖地区旅游品质。

按照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要求和“高原特色
旅游名镇”的定位，以及“双核+两带+三区”的全域旅游空
间发展结构，乌兰县落实“产城融合、文旅聚合、景镇一
体”的发展思路，逐步建立“一个中心，两个节点”，即以茶
卡旅游集散中心为中心，以茶卡盐湖景区和茶卡天空壹
号景区为节点，带动提升镇区服务配套设施，建成以高原
盐湖景观为引领，以景区发展为核心，以互融共创为主
线，以盐湖观光、卤水体验、民俗风情体验为主要内容的
特色鲜明的大茶卡景区。同时，通过大环线的建设，将镇
区与景区相关业态有机串连起来，形成了各功能区相关
业态差异化发展的互补，进一步完善了茶卡旅游观光、体
验等功能。

茶卡盐湖以盛产“大青盐”出名，到目前已拥有 3000多
年的开采史，至今仍在开采。2008 年之后，景区开始在保
护基础上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展示采盐百年铁轨、火
车机头及运斗、电力设施等工业遗产，并用百年铁轨开发
4.8公里的有轨观光小火车，用采盐航道开展 4.7公里盐湖
游船观光，充分展示景区工业文化。

茶卡盐湖在“一带一路”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古丝绸
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重要站点。2015 年 10 月，在
各级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乌兰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契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调整产业布局，全面
启动了茶卡盐湖景区项目建设。景区建设规划以展现

“大美茶卡、盐业遗风、民族风情”为设计主题，侧重环境
整治和服务功能的提升，通过前后六期的投资建设与规
划运营，修建广场、停车场、观光小火车、航道码头、盐湖

观光塔、盐工礼堂、盐湖敖包和风马旗、景区宾馆、景区旅
游公厕、景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打造旅游、商贸、住
宿、餐饮等业态，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科研考察，
观光体验等为一体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2021 年，茶卡盐湖景区围绕增强游客体验度及服务
满意度，通过实施航道延伸、景区标识标牌、景区环境优
化、中水回收利用、景区基础设施提升等项目，不断提升
景区整体服务能力，较好地解决了游客来景区体验感不
足的问题，从而为景区从 4A级提升到 5A级奠定了基础。

西海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景区+农户”带动乡村旅游3

目前，乌兰县有星
级宾馆 12 家 ，房间

1117 间，床位 2028
张；社会宾馆128家，

房间6619间，床位12582张；家庭宾
馆289家，房间2921间，床位5906
张，共计县域内宾馆 429 家，房间

10657间，床位20516张。A级景区

4家，星级乡村旅游点 10家，旅行社

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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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卡天空壹号景区定位为以盐文化为核心，融合
德都蒙古风情以及农垦文化等元素的游乐体验型景
区，也是集观光、休闲、特色文化体验、度假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体验式综合性景区。

开园以来，景区绝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体验项
目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2019
年，景区获评“青海省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基地”，被认
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21“天佑德杯”第
二十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青海
湖-茶卡天空壹号景区）和第七赛段（茶卡天空壹号景
区-乌兰县复兴路）在茶卡天空壹号景区举办。

茶卡旅游集散中心内部一层为地方特色美食城，
共引进餐饮商户 47 家；二层为景区票务中心和旅游
咨询投诉中心，并配置医务室、警务室、母婴室和智慧
导览自助服务平台；三层为一体化自助餐厅；四层为
综合调度中心和景区管理平台办公区域。

茶卡旅游集散中心建设了智慧旅游系统，建成了
大数据分析、全域旅游管理、售检票等 12 个子系统，
方便科学分析管理、业务延伸、挖掘旅游资源，整个集
散中心集景区售票、旅游接待、宣传推介、旅游咨询与
投诉、导游服务、集散换乘、餐饮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极大地丰富了茶卡景区旅游业态，拓展旅游承载能
力。

乌兰县茶卡镇两街片区，总计 33栋楼房，主体分
别为一层、二层、三层建筑，主要以商业、餐饮、住宿为
主，因地处茶卡盐湖景区和茶卡天空壹号景区范围，
作为景区配套综合体和城市休闲娱乐文化综合体打
造“茶卡天空之城”。目前，这套综合体在火热招商
中，通过特色商业街区的打造，正式运营后，将为游客
提供“吃、住、游、购、娱”等基础配套设施，业态分布
有特色民宿、连锁酒店、酒吧、文创店、德克士、量贩式
KTV、民族特产、特色餐饮店等众多优质商业体，在为
茶卡大景区增色，提高当地GDP的同时，还能解决当
地群众的就业问题，宣传当地民俗文化，让五湖四海
的游客更好地感受当地文化及资源特点，助力推广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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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感受盐浴带来的新奇体验游客感受盐浴带来的新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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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卡盐湖茶卡盐湖 资料图资料图

茶卡盐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湖面面积 105平方公里，景区面积 30平方公里，这里历史悠久，自古称为西宫咸池，茶卡
是藏语“盐湖”的意思，又被称为青盐的海，是青海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范，是国内“旅游+扶贫”的典范。

茶卡盐湖自然景观奇特，由祁连山、昆仑山、橡皮山三山环绕，像一面镜子一样，倒映出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
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是旅行者口中“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要去的 55个
地方”之一。

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

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乌兰县境内于乌兰县境内，，地处铜普镇和地处铜普镇和
柯柯镇交界处柯柯镇交界处，，距乌兰县城所距乌兰县城所
在地希里沟镇 15 公里，都兰
湖东、西、北面为希赛盆地，南
面是希里沟南山，海拔 2937
米，面积 4531.79公顷。

下一步，都兰湖国家湿地
公园将以湿地保护为主，恢复
湿地公园的植被，保护沙柳
河、赛什克河和都兰湖良好的
水质，加强湿地公园的科普宣
教工作，将湿地公园建设成为
布局合理、组织机构健全、基
础设施完备、整体形象突出、
科普教育与休闲娱乐兼备、生
态文化特色浓郁的国家湿地
公园。

莫河驼场

海西州莫河骆驼场始建
于 1951年，其前身为西北军政
委员会西藏运输总队，曾为西
藏的和平解放、青藏公路的建
成及柴达木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出卓越贡献。2017年开始，
莫河驼场启动打造集特色养
殖、精深加工和休闲观光旅游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实
现现代农牧业提质增效。现
已建成千峰驼园、星空营地、
休闲采摘园、历史陈列馆、旅
游厕所等，形成了以农牧业、
盐业、旅游业三业并举，三产
融合发展的经营格局。2019
年 7 月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2019 年 10 月被评为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单 位 ”；2020 年 11 月 被 评 为

“青海省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21 年 9 月入选莫河骆
驼场历史博物馆。乌兰县将
以莫河驼场为依托，深挖红色
历史故事和经典传奇，结合乌
兰地方特有资源，特色化打造
红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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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茶卡盐湖拍照留念游客在茶卡盐湖拍照留念 资料图资料图

游客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

自 2018 年“厕所革命”开始实施起，乌兰县文体
旅游广电局就把加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作为完善
文旅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
助、标准规范等手段，乌兰县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2018 年至 2020 年 3 年完成旅游
厕所建设 19座，后期指导景区加强对已投入使用厕
所管理，建立景区厕所建设与管理的长效机制。对
已运营的旅游厕所在海西州智慧旅游信息平台实
行统一编号定位，建立“一厕一档”“一厕一码”，同
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制定科学的奖罚措施，充分
调动景区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乌兰县旅游厕所的建
设和管理水平。旅游厕所的建成，全面提升了乌兰

县旅游厕所的质量和数量，解决群众在公共场所如
厕难的问题，通过“以商养厕”基本实现“数量充足、
干净无味、免费使用、管理有效”的目标，推动旅游
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提升了乌兰县全域旅游
示范区城市形象。

积极谋划乡村旅游、冬季旅游等新业态,创新推
进与周边市县旅游产业的“组团式”发展,不断优化
精品旅游线路,全面丰富旅游业态,满足大众旅游需
求,逐步实现由旅游过境地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工作,推动线上线下全面发
展,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升级消费,挖掘新的消费潜
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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