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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镇盐池村，建于 1958 年的
甘盐池人民公社青砖房和小礼堂等至
今保存完好。如今，这里被打造成甘盐
池人民公社网红打卡点。由于地处甘
宁交界处，每逢节假日，邻近省的群众
便来到这里吃蒸全羊、黄米饭、洋芋面，
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近年来，海原县文旅产业发展坚持
改革创新，注重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投
入，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延伸拓展产业
链条，加快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海原县已建成天都山 3A 旅游景
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个、国家级草

原公园示范区 1个，星级饭店 3家、星级
农家乐 5 家，申报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1 个，旅游质量逐渐提升。

2023年，海原县持续打造“中国西
部牛王谷”文化园，整合牛产业和山水
资源建设农耕文化、牛文化体验园，使
之成为海原县旅游的新节点。以海原
县南华山特别地貌打造以生态观光旅
游亮点新体验和星空露营、房车野奢为
载体的新农村文旅融合综合体示范项
目，让全域旅游活起来。

同时，大力发展“心宿海原”民宿经济，
实体化运营关桥梨花美宿、盐池公社人

家、天都老庄山居、盖牌幸福院子等农家
乐聚落。开展民宿专场推介会，打造环
县城文旅经济带的民宿旅游高地。开发
泰丰时代、格兰丽都2个特色街区，实现

“夜游海原”夜游经济、“鸟瞰海原”低空游
经济、“幸福田园”特色乡村经济。因地制
宜开发播种施肥等农事体验及农特产品
采摘为一体的休闲观光等产品。

全域旅游风帆起，文旅融合谱新
篇。海原县在全域旅游发展中不断破
局出圈、串珠成链，多角度塑造文旅新
生态，以妙笔勾勒出新时代文旅高质量
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谁也没想到，一碗海原牛杂，连日来竟抢了海原
县第六届文旅节的风头。

4月22日，在文旅节暨关桥梨花节开幕现场，游客
们三五成群徜徉梨园花海。还不到饭点，就被“农夫
集市”上浓郁扑鼻的香味所吸引。人们寻味而来，发
现一排厨师正支着大锅在烩牛杂，香味正是从这里
飘满梨园。

“来来来，尝尝我们的明星美味——海原牛杂，
保你吃一口想两口。”厨师们热情招呼着游客，烹饪
手法熟练。禁不住美味的诱惑，游客们纷纷品尝。
食之有味、嚼之筋道，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下肚，许
多游客直呼过瘾。随着吸粉越来越多，牛杂展位逐
渐成了梨花节的焦点，摊位前围满闻香而来的游客，
牛杂很快“一碗难求”。

“以前偶尔吃过羊杂。今天尝了海原牛杂，感觉
清香嫩滑、香辣爽口，一下就爱上了这个美食。”在海
原县工作的福建人雷衍岳说，“一份牛杂里有牛肝牛
肺好几种食材，无论现吃还是带走都是 20元，很亲民
的价格。”

在海原胖子餐厅牛杂展位，老板马永胜一直在
帮厨。“我们也没想到牛杂会这么‘受宠’，把餐厅的
厨师又抽来了几个。”马永胜介绍，他的餐厅一直都
经营牛杂菜品，今年县政府积极引导餐饮行业大力
开发、宣传、推广海原牛杂，并给予技术和政策支
持。“经过进一步开发，我们目前已研究确定了二十
几道牛杂系列菜品推向市场。”

肉牛产业是海原县的主导产业，目前全县肉牛
饲养量 20万头、存栏 15.1万头、年出栏 5万头。今年
以来，该县以高端肉牛产业示范县和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为契机，精心打造“海原牛杂”品牌产业，使其
成为发展高端肉牛和文旅产业的“助推器”。

海原县市场监管局制定海原特色牛杂菜谱、操
作规范与质量标准等，科学引导有一定餐饮从业基
础的餐馆、农家乐增加海原牛杂品牌系列菜品。通
过专营和外卖等方式，满足不同消费人群需求。扶
持引导规模龙头餐饮企业、示范店研发推出海原牛
杂特色餐饮菜品，走品牌化、标准化、连锁化之路。

“这几天我学会了清汤牛杂、酥香牛杂等特色菜的制作。”海
原县三河镇鹭海村村民柯艳艳表示，“学会这个手艺我打算开
店，让更多人尝到我做的特色美食。”海原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
务局局长马瑞蓝介绍，4月以来，该局组织各乡镇 150名群众开
展为期 20天的“中式烹调”牛杂菜品制作免费技能培训，为海原
县特色餐饮劳务品牌注入活力。

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申请注册“海原牛杂”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投资 2376万元的海原县肉牛精深加工项目二期，将建设
3600平方米冷链库房、2205平方米熟食加工车间和冷链物流仓
储系统，为肉牛和牛杂品牌的产业起航打牢基础。海原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马小虎说，目前熟食加工设备正在安装，4月底投
入运营，冷链库房6月初竣工。

仿佛一夜之间，海原牛杂异军突起。海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海原县深耕高端肉牛产业多年，培育拳头产品、知名品
牌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符合开办海原牛杂餐饮店和生产企业
条件的，政府给予大力扶持和补贴资金奖励，并担保贴息贷款。
培育形成由海原大型餐饮企业牵头、中小型餐饮企业加盟的海原牛
杂连锁企业，使海原牛杂变为预包装食品走出海原、走向全国。

他表示，“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依托全县 2.7万余家高端肉牛
养殖企业及养殖户、900余家餐饮企业和县域景区景点、农家乐，
推进实施全域旅游创建和肉牛全产业链精深加工项目，打响海
原牛杂特色餐饮品牌，提升海原
高端肉牛、文化旅游和特色
餐饮产业美誉度和市场竞
争力。”

目前，海原县已确定
2家预制菜生产企业，
正在准备生产线，预计
六七月将开工生产海
原牛杂预制菜并上市。

一碗海原牛杂正如
朝阳般冉冉升起，在当
地掀起肉牛产业澎湃发
展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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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匠心筑梦 绘就全域旅游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文革 文/图

近年来，海原县深度挖掘旅游
资源优势，定位“花儿之乡·古韵海
原”形象，构筑“一核、两心、五廊
道”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打造以
天都山为核心辐射西北部震柳地
震遗址、甘盐池古丝绸之路、东南
部南华山自然风光、西安古城、菜
园文化遗址、东北部贺堡河流域梨
园风情区为全域旅游重点核心
区。不断丰富旅游新体验，书写
“诗和远方”，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

“灯塔”引领 绘就全域旅游
4月 22日至 4月 24日，海原县第六

届文旅节暨 2023年“关桥梨花节”在关
桥乡方堡村举办。热闹的节会吸引大
量游客畅游百年梨园，赏花打卡拍照，
欣赏古筝联奏，品尝农夫集市农家味，
体验经典旅游路线。

关桥乡种植香水梨 7400亩 24.4万
棵。此次节会精心设置了汉服游园、古
筝联奏、农夫集市、“巧媳妇”厨艺大赛、
千人健步行等 11 项别具特色的活动，
使游客深度体验海原文旅的底蕴。海
原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节
会力促全域旅游发展，关桥梨花节已成

为全域旅游发展新名片。
自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海

原县立足资源优势，以全域视角绘就发
展蓝图。通过高规格统筹凸显“灯塔”
效应，制定《海原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县实施方案》，出台产业发展优惠
政策。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0万元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文化旅游项目建
设、品牌创建、景区开发、创意策划、市
场营销、宣传推介等进行奖补。成立海
原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资 500 万元对全县旅游资源进行整
合打造、统一运营，让旅游资源更具活

力和吸引力。
海原县编制完成全域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贺堡河流域乡村振兴与旅游提
升规划等。打造环南华山生态观光游、
天都山名胜古迹游、县城特色美食游、红
色文化游、农业体验游、乡村休闲游、观光
采摘游、避暑度假游、康体养生游、赏花闻
香游10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

深度开发精品旅游线路，重点开发
建设西安文旅古镇、李俊生态旅游、盖
牌民俗休闲、贺堡河流域梨园风情观光
带 4个重点乡村旅游片区及 3条旅游精
品线路，带动全县乡村旅游业发展。

匠心筑梦 打造旅游亮点
走进古色古香的史店乡田拐村，石

磨、粮仓等景观随处可见，浓浓的田园
乡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在山顶的万亩红梅杏基地放眼望
去，已经挂果的红梅杏沿着层层梯田布
满山丘，十分壮观。“我们在基地建了
1.3 公里旅游步道、网红打卡点、广场、
停车场、水冲式公厕等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前几天刚举办了杏花节，邀请专业
花儿歌手表演，吸引游客 3000 余人。”
田拐村党支部书记杨彦俊说，村里把红
梅杏种植与旅游相融合，实现了生态建
设、特色产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海原县狠抓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按照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标准
建成天都山游客服务中心、天都山景区
电信基站和发射塔，景区无线 WiFi 全
覆盖，完成天都山 3A旅游景区创建工
作。建成关桥贺堡河流域梨花小镇
休憩设施、梨花岛、旅游步道、停车场、
旅游闭环道路及县城游客咨询服务
中心。

投资 1200多万元完成国家级文保
单位柳州城址、北嘴城址本体保护项目
建设，支持关桥乡完成红色展馆改造提
升。整合各类资金 800万元，打造了甘
盐池人民公社、史店乡红梅杏基地、关
桥梨花谷、贾塘乡后塘村农业采摘观光

园和白崖村窑洞广场，培育乡村旅游接
待点 5个。2022年，投放文旅促消费券
4000张。关桥乡关桥村、方堡村被评为
宁夏特色旅游村，关桥村还被评为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我们用打造旅游产品供给新业态
的匠心打造旅游亮点。”海原县文化旅
游广电局局长周玉宁介绍，该县积极培
育旅游新业态，引导农民发展乡村旅游
业、特色种植业和特色餐饮业。开发农
业体验、亲子互动、参与劳动等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形成农庄游、
花季游、采摘游等新业态，用特色旅游
产品拉动旅游消费。

打响品牌 助推文旅融合

海原县采取“旅游+文化”模式，深
度开发花儿艺术演艺和刺绣剪纸文化
产品，挖掘历史文化和地震科普资源、
风土人情、传统节庆习俗等文化资源，
推动文旅项目建设。重点建设海原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艺术中心、
科技馆、海原大地震博物馆、地震主题
公园等，通过挖掘特色、深度融合，打好
文旅“地域牌”。

“今年特别忙，要参加刺绣比赛、义
乌博览会、梨花节，还要进学校、企业等
进行培训。”海原刺绣自治区级非遗传
承人乔亚茹介绍，今年传统刺绣产品订
单加工明显增加，目前她带领 40 余名

“绣娘”紧张工作，她们创作的二十四节
气女士包、抱枕、女式挂件等文创刺绣
商品很受市场欢迎。

近年来，海原县以刺绣剪纸非遗文
化产品为重点，大力开展产业培育，成
功注册“海原刺绣”地理商标。加大刺

绣剪纸技能人才培训、产品设计和专业
化生产力度，增强文旅产品吸引力。通
过举办关桥梨花节、西安文旅古镇乡村
文化旅游节、史店田拐红梅杏乡村文化
旅游节、李俊生态观光节等文化旅游
节事活动，文旅品牌效应逐步凸显，游
客人数和旅游收入逐年增加。2022年，
累计吸引游客 78.9 万人次，旅游收入
2121万元，开创了“农文旅商”融合发展
新局面。

建立海原电子商务平台加速旅游
带动农产品、工艺品、旅游商品销售，满
足旅游多样化、快捷化需求。组织开展

“两晒一促”书记县长晒文旅促消费大
型推介活动，通过深度挖掘海原本土历
史文化资源，更好地展示非遗文化、美
食文化和风物优品，讲好海原故事。

破局出圈 绘就旅游蓝图

非遗传承人乔亚茹制作的刺绣产
品深受市场欢迎。

海原大地震百年震柳。

别具一格的梨花岛。

海原地震博物馆。

山清水秀的盖牌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关桥村。

关桥百年梨园美景如画关桥百年梨园美景如画。。

海原牛杂在文海原牛杂在文旅旅
节上节上““一碗难求一碗难求”。”。

游客攀登天都山。

4月22日，海原县第六届文旅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