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新一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名单，吴忠市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名列其中，正式跻身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行
列。这是宁夏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国家黄河文化公园建设等机遇，坚持走好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子，持续打响“宁夏
二十一景”文旅品牌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至此，宁夏已有5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七年磨一剑，圆梦在今朝。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于2017年4月启动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2019年11月通过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景观质量评审，列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7年来，景区依托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金字招牌”，坚持以融合发展为主抓手，以生态建设为切
入点，以质量提升为突破口，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为宁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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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九曲黄河 新景新景 青铜长峡青铜长峡 新篇新篇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跻身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添添

天下黄河富宁夏，最美还是青铜峡。
九曲黄河流经宁夏 397公里，在吴忠过境 69公

里，孕育了美丽的塞上江南田园风光，为吴忠赢得了
“中国十大新天府”和“世界排灌工程文化遗产”两块
“金字招牌”，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位于世界灌溉
工程文化遗产核心地带，是一处极具黄河流域特色的
文化旅游胜地。

传说大禹治水时，用青铜神斧劈开高大的石山，
两岸奇峰对峙，黄河一泻千里，九曲回肠，此时正值夕
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呈现出一片青铜
色，造就了十里长峡、黄河之魂的壮美奇观，青铜峡由
此得名。1958年开工建设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年

发电量 13.5亿千瓦，灌溉面积近千万亩，结束了宁夏
平原无坝引水的历史。峡谷中的 108塔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坐西面东、背山望水，见证着宁夏平原
上的金戈铁马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青铜
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区的首善之地。

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以来，青铜峡黄河大峡
谷旅游区围绕历史文化，深入挖掘大禹治水等传说、
秦王古渡等史料，蒙恬、郭守敬等名人的历史文化内

涵，开发了黄河感恩、长峡漂流、古今水工等5大文化
旅游产品。围绕农耕文化、水利文化，开发引黄灌溉
研学游、十里长峡体验游等旅游精品线路，新增临帖
黄河诗词、触摸广武岩画、黄河驿站等体验项目，实现
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围绕红色文化，挖掘青铜峡
水利枢纽工程红色文化价值，打造“探寻水利文化·追
寻红色记忆”主题旅游线路，培育水电工程游等旅游
新业态，提升了景区经济效益，丰富了旅游全业化发
展内涵，探索出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

文旅融出新天地 且以诗意共远方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是一个时代
命题。

如何保障黄河长久安澜，这需要久久为功。在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中，一汪汪碧水，正是青铜
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造福一方
百姓的生动体现。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
这里汇集了峡谷、湿地、塔群、古渠等众多景观。如
何加强黄河生态治理保护，践行“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重要理念，筑牢拱卫黄河流域的生态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创建工作中，景区
始终把加强黄河湿地保护工作放在首位，采取河道
疏通，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增加植被覆盖率等多项
生态保护措施，使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黄河湿

地的鸟类从 183 种增加到 212 种，候鸟栖息的天数
从 27 天增加到 43 天。高标准编制《5A 级景区提升
改造方案》，对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并坚持

“游客至上、保护第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永续利
用”的工作原则，先后投入 2.9 亿元提标改造，建成
了多功能游客中心，提升了停车场空间利用率和
服务功能，解决了停车乱、停车难、治理难的问题，
旅游卫生间全部达到 3A 级标准，第三卫生间覆盖
率达 100%。同时，积极拓展绿色发展新业态，设计
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全面提升了旅游产业链和附
加值。

一幅山水静好、飞鸟翔集的美丽生态画卷在青
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铺展开来。景区先后荣获
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国家旅游名片、美丽中
国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最美星空、神奇西北100景、
西北优质人气目的地等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24 个，

“讲好黄河故事，推动景区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文
旅部《旅游景区质量提升案例汇编》。同时，景区深
入开展旅游惠民活动，先后推出惠民周、一卡通等
优惠政策，政策实施以来对游客免首道门票累计
680天，游客满意度长期稳定在 98%以上，树立了黄
河流域科学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的新典型。

筑牢黄河绿色屏障 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基底

2019年至 2021年，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每
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2023年接待游客 102.65万
人次，同比2022年增长115.4%，首次年接待游客量突
破1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距离景区最近的青铜峡镇余桥村，有 30多户村
民开起了农家乐，受益于景区接待量快速增长的红
利，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民宿、做美
食，群众在“家”拓宽就业新渠道，也使文旅产业成为
实现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的支柱产业，村里的年
轻人、手艺人曾经走出村子的梦想，如今已然变成了
返乡创业。2023年，余桥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2.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0万元。

依托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丰富的旅游资源，
青铜峡市以“塞上驿站·青铜古镇”为定位，打造了黄
河金岸文化旅游带（PPP）项目重点运营子项目，配套

完成古渠市集、徕·汤泉、阿宝的萌宠乐园、圈子艺术
酒店四大商业组团，满足了游客“吃、住、行、游、购、
娱”的需求。同时，该项目与周边余家桥烈士陵园、董
府等红色历史资源共同联动，打造了黄河岸边生态景
观带、稻花乡里乡村休闲带、牛首山自然风光带，有效
带动青铜峡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就业岗位近千个，创
建效应辐射周边A级旅游景区6家、葡萄酒等优势产
业10余家，有力推动了旅游资源与一二产业融合。

2023年，青铜峡市接待游客 375.92万人次，同比
增长 44.88%，实现旅游收入 21.27 亿元，同比增长
65.88%。

打造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2023年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5.88%

青铜长峡，黄河之魂。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面积为126平
方公里，旅游资源丰饶富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宁夏黄河金岸旅
游带的核心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核心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科普教育基地。2018年，景区入选“中国黄河50景”。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景区聚焦“守护黄河根脉”，深入实施“传承黄河文化基因、延续中华
历史文脉”工程，以宁夏水利博览馆为载体，充分展现了黄河岸边中
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全面反映出2000多年来宁夏深厚的水文
化积淀和千秋流韵的治水历史，生动再现了宁夏水利建设取得的辉
煌成就。截至目前，水利博览馆平均年接待人数在5万人左右，并呈
逐年上升趋势，先后被评为“全国中小学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立足黄河文化资源禀赋，景区深入实施108塔、黄河铁桥、拦河
大坝等重点文物保护利用项目，通过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讲好千年
灌渠、青铜长峡等黄河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故事，极大丰富了“宁夏
二十一景”人文内涵。持续推进羊皮筏子、柳编、泥塑像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让古老的非遗传递出黄河文化的新声，让优
秀的文化遗产成为各族游客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让旅游成为各民族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景区连续3年开展“共吃祖国长寿面”“国庆吃面、国泰民安”系
列活动，邀请游客同吃国庆寿面，共话家国情怀，用一碗长寿面，寄
托了人们对生活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的祝愿。同时，还创新举
办旅游门票免费抢等活动，积极响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倡议，参
与军人、退役军人等优待对象持优待证享受“1+2”免首道门票的“崇
军行动”。

山水相逢，情谊自通。景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印
入游客心中，让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每一张满意的笑
脸都洋溢出中华儿女一家亲的幸福感，向世界讲述宁夏故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 2017年 4月启动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创建工作以来，景区先后邀请1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精英对创建工
作进行了把脉问诊。聘请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旅游专家学者和
基层群众为主体的社会评估员，通过明查暗访、座谈纳谏等方式，从
游客体验的角度查不足、找差距。与宁夏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产学研平台，梳理、归纳意见和建议，作为制定整改方案的重要
参考，转化成抓整改、促提升的具体举措。建立了多主体多部门共
同参与的市场营销联动机制，成功举办了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阿
迪力黄河大峡谷极限之旅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从4A景区到5A景区蝶变，是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不断完
善硬件设施、持续创新管理机制、逐步提升服务质量的发展过程。跻身5A，是
一个新起点，青铜长峡正以磅礴的气势绘就宁夏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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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长峡。

九龙戏珠。

大禹文化园。

水利博览馆。

黄河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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