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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源县，境内 343条大小河流润
泽着 3.3万公顷森林，负氧离子浓度高
达每立方厘米 2221个，夏季平均气温
仅有 18℃。这不仅是大自然的恩惠，
更是泾源县发展避暑旅游和健康养生
产业的宝贵资源。

近年来，泾源县大力推动旅游产
业发展，以“18度的夏天”为邀约，将冷
凉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通过围绕生
态链布局产业链，统筹推进冷凉蔬菜、
林果经济、林下经济等产业，不仅培育
了绿色增长点，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有
力支撑。

“现在两三天发一次货，每次 10
吨，销往重庆、四川、福建、河北、陕西、
甘肃等地。”香水镇卡子村党支部书记
宋有龙说。卡子村立足资源禀赋，生
产的菌菇物美品优，成为市场上的香
饽饽。卡子村的菌菇产业不仅带动本
村村民增收致富，还带动香水镇 18个
村和一个社区发展菌菇产业。

泾源县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功
将“18℃的夏天”打造成了避暑纳凉的代名
词，并通过生态文旅特色县建设，将这份“凉
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热产业”。“我
们立足资源禀赋，将文旅融合作为发展的重
要途径，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泾源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泾源县的“凉资源”已经成为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科学规划和
创新实践，泾源县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旅游业的转型，成为充满活力、生态宜居的
新兴旅游目的地。

展望未来，泾源县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
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和游客体验，让这片高原绿岛焕发出更加迷
人的光彩。

当炎炎烈日普照大地，泾源县以18℃的清凉迎接每一位寻求清凉的旅者。驱车穿越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每一处风景都如同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泾源县坐落在泾河源头、六盘山腹地，以其“三伏天里的18℃”成为全国游客避暑纳凉的热选之地。
这里不仅自然资源丰富，更在硬件设施与服务品质上不断优化，让游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感受诗与远方。

“你们一行几位，我们农家饭菜
都是地道泾源风味。”在泾河源镇冶
家村巧媳妇庄园，八方游客歇脚纳
凉，品尝地道的农家美食。庄园负责
人冶三成说：“每年夏天游客络绎不
绝，庄园营业收入日均达8000元。”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冶家村对民
宿进行评星定级，并根据星级和游客
需求进行派单。“开办民宿的同时，我
们想尽一切办法，让游客玩得开心、
住得舒心。”冶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说，全村有 135户农家乐，占全村农户
的二分之一，户均年收入达到8万元。

冶家村，这个坐落于泾河源头的

小镇，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
为泾源县避暑胜地的璀璨明珠，并以
整洁的街道和精美的壁画吸引着游
客，去年冶家村接待游客30多万人。

冶家村是泾源县打造全域纳凉
避暑旅游的一个缩影。

泾源县平均海拔 1800米，年降水
量超过 650 毫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37%，在宁夏各县区中名列首位，自
然条件赋予它“春去秋来无盛夏”的
美誉。

“选择来泾源，选对了！”来自安
徽省的游客冯招娣，趁着孩子放暑
假，和家人一起自驾来泾源县游玩，

对这里的气候环境赞不绝口。
泾源县以其 18℃的清凉气候、优

美的自然环境和创新的旅游服务，成
为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是体验自然、
享受生活的绝佳场所。

“通过举办避暑音乐节、汽摩节、
六盘山摄影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游客在这里深度体验清凉夏日。”
泾源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县还采取文化旅游惠民、世
界旅游日“免门票”等措施吸引游客。

如今，随着旅游服务的不断创新
和提升，泾源县正以其独特的魅力，
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不仅是泾河、清水
河、葫芦河的发源地，更是森林资源、
动物资源和水资源的宝库，被誉为

“高原绿岛”“天然水塔”。
依托六盘山优势资源，泾源县全

力以赴打造避暑旅游品牌，让 18℃的
夏日成为生态泾源的代名词。“在水资
源管理和生态修复方面同步推动，特别
是对泾河的精心保护，不仅提升了河流
的生态功能，更为区域气候调节提供
了支持。”泾源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泾源县投资近 2500万元，对颉河
上游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重点
治理，覆盖 9个片区，完成 31.82公顷
生态修复工作。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计划投资 1892 万元，对 12 个农村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综合治理，治理总
面积525亩。

泾源县的生态修复并非简单的
植被恢复，而是一项全面的生态改善
计划。通过集中连片规模造林和科
学造林，森林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
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得以增
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为生态保
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林长制是泾源县生态保护的创
新实践，570名各级林长划分责任区
域，以“林长+检察长”和“林长+警长”
工作机制，为林业生态监管保护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024年生态保护修复营造林项
目，包括人工造乔木林 1.5万亩、未成
林抚育提升及退化林改造 1万亩，这

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泾源县
的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泾源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生态修复成效已得到证
明，泾源县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高
达 95%，泾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Ⅱ
类以上。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
旅游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野荷
谷、小南川、凉殿峡等景点，以其风光
旖旎、环境秀美成为消夏避暑、休闲
度假、科普科考胜地。

泾源县的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
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营造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政
府的科学规划和群众积极参与，不仅
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
责，更是对人民福祉的贡献。

泾源县曾因交通闭塞而鲜为人
知，如今交通设施不断完善，成为新
兴的旅游热点。

“曾经的出行难题已成为历史。”
冶三成指着门前平坦的柏油路说。

在泾源县，四通八达的公路在绿
色屏障中蜿蜒延伸，成为全域旅游
一道亮丽风景线。崭新的农村公路
如毛细血管般遍布全县，不仅联通内
外，也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交通运输保障。

大湾乡杨岭村曾是一个三面环
山、交通闭塞的小山村。自 2017年以
来，杨岭村的道路得到整修，村史馆、
旅游标识系统相继建成，村庄绿化和
污水处理工程陆续实施，使这里成为
国家级旅游示范村。

“快速旅游专线和高速公路的建
设，让杨岭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产业
丰富、村容整洁，成为先进村、示范
村、文明村的典范。”杨岭村党支部书
记马占富说。

自 2016年以来，泾源县抓住全域
旅游示范县建设机遇，大力发展旅游
产业，全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20公里旅游服务带上，泾河源镇泾光
村的“回家乐”田园院落尤为引人注
目。项目不仅构建了一个涵盖生态
体验、民俗体验、文化体验及观光农
业的慢生活休闲体系，还提供 5000个
停车位，能够同时容纳 5000人住宿和
2 万人就餐。农家小院经过改造升
级，成为一个个特色民宿。

随着设施改善和庭院美化，泾光

村焕发出新的生机。游客在这里可
以享受到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娱
乐和购物等全面服务，极大地丰富了
旅游体验。

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旅游
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也为游客
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
验，同时更为旅游服务带沿线的 9
个村庄、860 户脱贫家庭带来了新
的希望。

泾源县通过旅游硬件和软件双
提升，不仅提升了旅游品质，更带来
了便利性。从闭塞到开放，从传统
农业到现代旅游业，泾源县正以其独
特的魅力，迎接八方游客，展现出充
满活力、开放包容的新兴旅游目的地
形象。

泾源泾源：：1818℃℃的清凉邀约的清凉邀约

■ 避暑的理想之地

■ 品质便利双提升

■ 泾源的绿色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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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龙潭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山中。

泾源县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游客在溪水旁感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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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茂密的树林中，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