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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贺兰山东麓，连片的葡萄酒酒庄中，一座枸杞庄园显得格外
新颖。

“这是我们在原有工业旅游、文化旅游业态中国枸杞馆的基础上，投资 1亿元打造
的百瑞源枸杞庄园，它丰富了贺兰山东麓旅游观光线路，也将为宁夏全域旅游开辟全
新的旅游体验。”宁夏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向峰介绍。

事实上，这不是百瑞源首次感受“特色产业+文化”产生的炫彩火花。百瑞源枸杞
庄园是百瑞源继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宁夏百瑞源枸杞博物馆之后打造的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文旅项目。

2007年，百瑞源一度陷入经营困境。经过深思熟虑，郝向峰决定尝试让枸杞“破
圈”，与文化旅游结合，竞逐新的赛道。他把一个 1200平方米的旧车间改造成宁夏枸
杞展馆，没想到人气爆棚。这次尝试，成为改变百瑞源命运的转折点。旅游人气蒸蒸
日上，尝到甜头的百瑞源开始筹建中国枸杞馆。2011年中国枸杞馆正式开馆，2012年
接待游客达 30万人次，单店年销售业绩约 1亿元，通过农业、文化与旅游之间的产
业跨界融合，枸杞的商业价值不断被激发。

“我们一直紧跟形势，思考如何把宁夏枸杞的产地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区
域公共品牌优势转化为企业品牌优势，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让品牌接地气。”郝向
峰说。

为此，百瑞源学习借鉴了中国台湾的休闲农业模式，贺兰山东麓旅游观光线路
中，规划建设“百瑞源宁夏枸杞庄园”项目，充分利用贺兰山东麓已有的工业旅游、文
化旅游业态的基础，增加枸杞基地种植板块，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产旅融
合、乡村振兴。

走进这座按照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的枸杞庄园，能够看到品牌文化
馆、枸杞文化体验中心、枸杞研发中心、枸杞茶文化体验馆、枸杞主题餐厅、枸杞文
化精品店、停车场、健步道、骑行道等，已成为集枸杞养生美食、枸杞养生茶饮、田
园观光、采摘体验、科普教育、农事体验、游学研学、婚纱摄影于一体的“田园高级
会客厅”。

漫步其间，自然风土与建筑美学相映成趣。郝向峰边介绍枸杞庄园功能，边给记
者算了两笔账：经济效益方面，根据目前的数据及规划，庄园每年可接待游客 20万人
次，年实现产值 7000万元，是原来一产产值 700万元的 10倍；社会效益方面，百瑞源枸
杞庄园临近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和贺兰县金山村、南梁台子等地，可以解决周边生
态移民区 200人就业，通过枸杞采摘等农事作业提供临时就业岗位 1200余个，通过旅
游服务带动当地农民从事旅游服务创新创业 300余人，带动农产品销售，为拉动一方
产业开辟全新的路子。

谈及旅游和特色产业的“互动关系”，郝向峰认为，宁夏枸杞产业历史文化悠久，
旅游扩充性强，无论文化体验还是旅游购物，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契合点多，积极开展
产业间深度融合，不仅助推传统产业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也为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注入
了无限活力。因此，枸杞庄园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以枸杞产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
联动、产业集聚、技术渗透、技术创新等方式，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文化及资源要
素进行集约化配置、有机整合，使一二三产业紧密相连、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农业产业
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乡村振兴。

“银西高铁已经开通，随着包银高铁、银兰高铁的相继开通，必将迎来宁夏旅游市
场更大的红利期。疫情总会过去，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应对经验，同时，我们也
把因疫情出现的‘暂停’期当作提升自我及品牌预热宣发期，相信疫情结束后，我们会
迎来好的市场反馈。”郝向峰说。

绿毯中的“枸杞红”
本报记者 王 溦

宁夏旅游业转型再出发宁夏旅游业转型再出发

腾格里沙漠的“五湖连穿”目前在全国很
火，但这不是一个景点，而是沙漠越野爱好者
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沙漠越野路线，沿途景色
很美。

现在的城市周边自驾游，项目种类有很多。
沙漠越野、岩降、桨板、皮划艇……花样很多，也
更加小众化。

说起自驾游，银川资深自驾游达人薛莉（网
名“西夏磨房小草姐姐”）打开了话匣子。

薛莉 2002年开始玩徒步旅行，是宁夏冰沙户
外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接触许多新的
自驾游项目，沙漠越野、桨板、皮划艇……“我现
在玩得比较多的是沙漠越野和沙漠徒步。沙漠
静谧寥廓，景色很美，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
的，存在一定风险。”薛莉说。

近 3年来，疫情给旅游行业带来很大冲击，跨
省游有诸多不便。很多人节假日基本不出远门，
而是选择城市周边就近旅行。城市周边自驾游
跟着火了起来，也算是危中有机。

但是城市周边自驾游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农家乐，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在周末或者
节假日带家人去吃吃田园饭菜。而年轻人更
倾向于去城市周边的露营地、俱乐部，带着老
人孩子、三五好友来一场“轻奢游”，放松心情、拍
照打卡。

“疫情发生以来，银川周边建起了很多轻
奢营地。比如星辰野宿、灵河房车露营基地
等，在圈内都很有名气。我们俱乐部现在以家
庭为单位约车、预约私人定制的有很多。”薛
莉说。

银川的另一位自驾游达人杨薇也发现，目前
城市周边自驾游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微旅
行”“沉浸式旅行”，另一个是高端乡村休闲度假
游。“现在的乡村跟以前比有了很大变化，乡村再
也不是以前的‘土里土气’。农村现在干净时尚，
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打卡照片。此外，自驾游也带动了乡村的
农产品销售，农民种植的有机农产品吸引游客前来采摘，也挣
到了钱。”杨薇也提到了营地，“我 9月刚去过六盘山房车（自驾
游）避暑营地，真的很棒。”

“我们村目前建有房车营地 8处，配备了 60个水电桩、公共
Wi-Fi，公共淋浴间、公共卫生间、车友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可
容纳 300余辆房车同时入驻。”六盘山房车（自驾游）避暑营地负
责人赵晓龙说。

该营地位于隆德县陈靳乡新和村，2019年，该村依托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3年来建设房车营地 8
处。截至目前，营地已接待全国各地 1000多车次 2000余人来营
地避暑、考察和游玩，直接带动各地游客进入乡村旅游人数 4万
余人次，同时带动该村 79户农户逐步加入乡村旅游服务行列，拓
宽了增收致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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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们来接受红色教育，让他们懂得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长大后要为建设伟大祖国
出力。”9月的一个周末，银川市民刘先生带着
家人到盐池县革命历史纪念园参观，感受先烈
精神。

为更好发挥爱国主义阵地作用，深入贯彻爱
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精神，盐池县革命历
史纪念园持续开展相关主题活动，2019年创建的

“传承红色基因 重温支前记忆”等系列主题活动
品牌受游客青睐。2018年成立的“红领巾小小讲
解员志愿服务培训基地”，至今面向社会公开招
募青少年学生近 500名，并定期对这些小小讲解
员进行培训，现已有 268名优秀红领巾小小讲解
员能够独立完成讲解志愿服务。

“为了真实再现盐池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
岁月，纪念馆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模拟场景 9
处，文字展板 500 余块，革命文物藏品 1082 件
（套），其中展出 280余件。”该纪念园工作人员王
生岩介绍。

作为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旅游景区之一、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目前已有 43家单位在
纪念园挂牌为学习教育基地。“随着大量年轻人
特别是中小学生积极参加红色旅游，新时代的红
色旅游呈年轻化趋势，红色旅游+生态游、民俗
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新线路、新产品不断丰富旅
游业态。我们去年全年游客接待量28万余人次，今
年估计不会少于这个数。”王生岩说。

“孩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每年暑假都要带
孩子去六盘山长征纪念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
纪念园参观。让孩子接受红色教育，从小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游览中学习
历史知识，树立报效国家的志向。”银川市民徐
女士说。

近年来，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充分发挥红色教育基地
主阵地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
接待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发展之道。“我们指派专人对红色革命故
事、红色历史进行挖掘整理，并紧跟时代不断深挖革命旧址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理论价值，搜集整理出了《单家集夜话》《贺老
总未了的心愿》《三颗子弹的故事》《一支阿司匹林的故事》等 12个
红色小故事。”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工作人员张玉忠介绍，
2022年 1月至 8月共接待游客 946575人次，其中，团队 776批次
56964人次。

“智慧旅游、创意旅游将是红色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厅积极推动红色旅游多
种业态融合发展，区内各红色旅游景点应用高新科技手段，探索
开发创意“红色旅游＋”产品，受到游客青睐。各红色旅游景区积
极探索应用VR、AR等数字化高新技术，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除此之外，各景区还通过整合博物馆、艺术表演、研学产品等资
源，积极推出“热销产品”以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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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间享受天地的广阔，在岩画景区感受历史的厚重，在红色场馆了解革
命先辈的奋斗故事……近年来，宁夏文旅部门及旅行社、景区等旅游企业积极
努力、探索创新，通过深耕研学游、生活服务等，从“旅行”转向“旅行+”，实现新
的发展。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非遗剪纸表演……”在贺兰山岩画景区，已有十余年
从业经验的导游郭志斌向研学旅行的孩子们介绍景区亮点。据了解，这个小型
旅游团里的孩子来自固原市，到这里“访古”论今。“我们通过在贺兰山岩画、军博
园、水洞沟等地研学，让孩子们感受历史的非凡魅力。”研学团成员家长王小佳告
诉记者。

近 3年来，高度依赖人员流动的旅游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旅行社关停、员工转
行的例子不在少数，坚守下来的旅行社在困境中艰难求生。

宁夏光大国际旅行社周明表示，面对种种挑战，光大国际旅行社探索“旅游+

生活”的新业态，打造宁夏文旅本地生活服务商，与西夏王玉泉国际酒庄、抖音、
900游旅游网约车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行资源整合，旅行社员工利用自身资
源和优势，既做讲解员又当销售员，“多家企业深度合作后，共同打造文旅融合项
目。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员工的私域流量，旅行社的员工引导老客户前往酒厂

参观，完成客户转化，游客可以在酒厂品酒、体验酒文化。”周明说。
除共同打造文旅融合项目，光大国际旅行社并没有放弃传统业务，“我们对

旅游业一直有信心，要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变化。”周明表示，亲子研学也是旅行社
重点拓展的领域之一，文化和旅游部 2016年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显示，研
学旅行服务承办方为旅行社企业，“通过近几年的服务经验，旅行社已具备承
接研学业务的成熟操作经验和能力。现在有不少旅行社正在积极向研学
拓展。”

“夸张一点说，现在万物皆旅游资源，只要有特色，就能迅速成为网红打卡
地。旅游的大市场是不会消失的，只有顺应了游客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才可以
发展下去。”郭志斌认为，疫情之后，旅游业的经营主体会发生变化，会吸纳更多
跨界、跨专业人才进入。“只有创新服务方式和方法，才能探索出旅行社良性发展
的新出路。”

旅行社积极“谋变”各显其能
本报记者 杨淑琼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曾是多少人来场说走就走旅行的
内心独白，但这份向往和洒脱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至后戛然而止。
随之，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

从煎熬度日到主动求变，再到触底反弹，旅游市场在多方努力
下，在挑战中寻求机遇。

近些年受疫情影响，跨省出行受到些许限制，但大家走出家
门、出去转转的向往没有变。由此，周边游、本地游、自驾游火了起

来，市民不禁感叹：“原来美好就在身边，家门口也有诗和远方。”
疫情之下，一手抓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创新探索发展，创

新转型成为不少景区、文旅企业突围发展的选择。

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承受了较大压力，“逆袭”之路走得确实
艰辛。可我们看到的是，旅游业在发展岔路口并未“躺平”，而是积
极应对，变压力为动力，在挑战中把握机遇。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旅游业依旧面临困难，但我们坚信，只
要大家转换思维，主动顺应新形势、发现新机遇，深耕本地旅游资
源，借助优势打造热门线路，精准定位目标人群，放大辐射带动效
应，就能将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

记者手记

在挑战中把握机遇
张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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