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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记者 师 越 文/图

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重要的驿
站，隆德县自古以来就享有“关陇锁钥”的美
誉。如今，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片
土地谱写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在银川市西夏区漫葡小镇也能看到我
们的砖雕文创。”魏亚龙说，目前他们正准备
在全区各大景点、博物馆上架魏氏砖雕产品。

近期在宁夏大学参加培训时，一位老师
建议魏亚龙向国际市场推广隆德传统工艺
品，以吸引更多国际目光，魏亚龙接受了这
个建议。“砖雕产品从屋檐到指尖，从大山深
处走向国际舞台，我们有这个文化自信。”魏
亚龙说。

“啊，薛郎！你这身荣耀，莫非你做了
官？”“为丈夫降了红鬃烈马，圣上见喜，封为
后军督府！”日前，在隆德县文化馆一楼排练
大厅，杜安吉与柳小娟正专心排练秦腔《投
军别窑》，为老巷子的演出做准备。

在传承与发展中，像杜安吉这样的民俗
艺术者还积极参与秦腔爱好者的业余班指
导、小品排练、小戏演出以及“戏曲进乡村”

“送戏下乡”等活动。此外，隆德县民俗艺术家们还长
期在隆德县中小学推广“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活动，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民俗的少年儿童。

隆德县坚持文化赋能和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深
挖文旅资源，推出“隆德好礼”，做精书画、剪纸、刺绣、
泥塑、砖雕等文创产品研发，深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消费升级。“一系列非遗文创产品不断涌现，成
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产品，让传承千百年的古老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隆德县文化旅游广
电局负责人说。

最是文化能致远，旅游铺就致富路。隆德县抓住
“国家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建设的宝贵机
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和旅游资源，通过产业发
展让群众的口袋鼓起来，通过文化让群众的脑袋“富”
起来。进一步提升隆德县的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真
正成为游客“慕非遗体验、品特色美食、观沉浸演艺、
享康养之旅”的新兴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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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的梨花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绿树环绕绿树环绕、、碧波荡漾的隆德县碧波荡漾的隆德县。。

文旅活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社火表演热闹非凡。

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
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是
集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红色文化与避
暑康养于一体的千年文化古县。

隆德县拥有书法、剪纸、刺绣、高台
马社火、泥塑、砖雕等地域特色鲜明的
民间文化艺术，曾获“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等美誉。2023年，隆德县
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试点县，还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县
城、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避暑休闲百
佳县、2022乡村振兴旅游目的地等多项
殊荣。

近年来，为加强文化引领和产业带
动，隆德县实施“乡村振兴、文化强县”
双战略，积极探索“文化+农业、体育、旅
游、非遗、艺术、节庆”等多元转化路径，

擦亮“文化之乡”“社火之乡”“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试点县”等“国字号”金字招牌，推广“千年古
县·文化隆德·康养福地”文旅品牌，成为游客“慕
非遗体验、品特色美食、观沉浸演艺、享康养之
旅”的新兴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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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社火以其在马背上的精彩表演著称，表演者需根
据剧中角色的着装要求，使用绫罗绸缎装饰马匹的身
体、头部和颈部，还需脚踏马镫，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即兴
表演，同时手持刀、矛、剑、戟等道具进行表演。

赵永龙的家乡是隆德县陈靳乡新和村。每逢年节，
新和村都会组织一支规模庞大的马社火队，将李世民、
岳飞、杨门女将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
前。家中长辈对马社火异常热爱，他从小深受感染。这
些表演不仅是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小时候，
赵永龙总是站在一旁，瞪大眼睛好奇地观察着这一切。
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已能够熟练驾驭马匹的他迫不及待
地加入了高台马社火的行列。

进入隆德县文化馆工作后，每年春节期间，赵永龙
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高台马社火的策划与制作中，力求
将最精彩的表演呈现给观众。在赵永龙及其团队的努
力下，马社火这一民俗文化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特别
是在每年正月初九（上九）、正月十五等重要节日，马社
火团队都会演出给群众拜年。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马社火，新和村建立了高台
马社火传习保护基地，并饲养了十几匹马。目前，新和
村依托高台马社火传承基地，通过开发乡村旅游、民宿、
房车营地、水上乐园、篝火大戏、夏令营基地、农家采摘、
暖锅等旅游项目，带动 91人就业。去年，文化活动表演
创收35万余元，带动总收入150余万元。

近年来，隆德县依托丰富的文化传统优势，创新“优
秀民间文化艺术+乡村”模式，以“大节耍社火、小节演文
艺、周末看杂耍”的亮点，策划举办了全国社火大赛、非
遗过大年、暖锅促消费等大型文旅主题活动，开展耍社
火、演秦腔、抛绣球、春官词、唱“花儿”、音乐晚会、庆祝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系列活动、文化下乡等活动 180余场
次。创新编排《隆德暖锅》《隆德书韵》《看社火》《幸福隆
德走起来》等合唱、舞蹈、情景话剧等一批优秀文艺作
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体验，感受隆德县的文化
艺术魅力。

今年截至目前，该县共接待游客 261.25万人次，同
比增长 19.51%；国内游客总花费达 8.57亿元，同比增长
20.7%。其中，文旅直接性营业收入 1.44亿元，同比增长
19.57%。

砖雕生辉 文创致富

11月 2日，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的非遗时光阁迎来了
一位特别的参展者——来自隆德县的魏氏砖雕。作为
魏氏砖雕第五代传承人，魏亚龙带来了包括青翠素雅的
挂坠、古朴雅致的发簪以及细腻生动的手链等最新文创
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谁能想到，传统的砖雕技艺竟能创造出如此精致
且富有现代感的艺术品，能够在这里发现这样的文化宝
藏，我感到非常惊奇。”来自北京的李女士对砖雕工艺品
赞不绝口。

魏氏砖雕起源可以追溯到 120多年前的隆德县凤岭
乡于河村。那时，一位名叫魏贡万的村民拜在河北砖雕
艺人的门下学习技艺，最终他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魏氏

砖雕。
魏亚龙不仅继承了先辈们的精湛技艺，更是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让砖雕技艺不再局限于建筑，而
是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既保留了传统韵
味，又充满了现代气息，令人眼前一亮。如今，魏氏砖雕
已不仅仅是一门家族手艺，更是展示隆德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魅力的亮丽名片。通过参加各类展会和交流活动，
魏氏砖雕等文创产品成功拓展了旅游产品的市场空间，
带动当地文化企业实现增收。同时，魏氏砖雕已成为带
动周边村民共同发展的桥梁，通过举办培训课程和社会
实践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每年都有数以
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参观学习。

为进一步优化文创产品，隆德县着力推进文化市场
研究、生产、教育一体化革新。在今年固原市组织的文
创恳谈会及文创大赛中，隆德县有 45件作品脱颖而出，
《四季养生茶》《草本茶》《药香》《六盘中药养生茶具》等
11件产品荣获中医康养产品和特色文创产品奖项。

近年来，隆德县文创产品种类已由最初的 14类 100
余项，扩展至 16类 120余项，包括砖雕、刺绣、药香、康养
产品等，年创收2400万元以上。

星梦同辉 文旅致远

10月 25日晚，隆德县城关镇杨家店村龙珠山星空
宿集地，点点灯光将整个村庄装扮成一个梦幻世界。漫
步在龙珠山星空宿集地，太空舱民宿外的灯带和缠绕在
树枝上的彩灯交相辉映，仿佛将夜空中的星辰搬到了
地面。

自星空宿集地营业以来，吸引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烧烤炉前，厨师们精心烤制着各类美食，一串串肉串在
炭火的熏烤下滋滋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夜幕降
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仰望星空，享受着浪
漫惬意的夜晚。太空舱民宿内设施齐全，关上窗帘即可
享受私密空间，打开窗帘则可尽览璀璨星空。

“宿集地共有 60多个床位，分布在太空舱和蘑菇房
中。游客不仅能品尝到各种美食，还能参与多种户外活
动，体验别样乐趣。”宿集地负责人说，未来将不断优化
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努力将龙珠山星空宿集地打造成
城关镇的一张新名片，为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以来，隆德县以文化为基础，引导老巷子、杨家
店、上梁老街、盘龙山庄等民宿提升品质，结合亲子体
验、休闲采摘、农业观光等特色项目，推进乡村田园观
光、文创手作体验、休闲度假养生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建设包括隆德县六盘山森林康养区农文旅三产融合发
展示范园、隆德县图书馆非遗资源库提升项目、老巷子
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护城河提升及绿化工程、六盘山东
部文旅康养区项目、老巷子十三坊旅游休闲综合体等
项目。

隆德县还通过修建盘龙山庄甘渭宿集、夫子雅舍、
龙珠山星空宿集、闽侯协作蘑菇小屋等民宿，延长民宿
产业链和游客体验价值链。通过出台利好政策，驱动民
宿经济发展，探索市场化融资运作模式，保留历史记忆，
留住美好、锁住乡愁，走出一条美丽乡村与文化旅游相
结合的新路子。目前，全县共有文旅企业 117家，带动就
业1394人，人均年增收约3万元。

留住历史记忆 赋能乡村振兴
“隆德县自古以来就是文化荟萃之地，

这里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沃土，也是文学创作
的摇篮，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宁夏
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于光建说，从昔日
谋温饱到今朝兴文化，隆德县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以文化为笔，描绘出一幅从物质富裕
走向精神富足的崭新图景。

书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在隆德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书法的魅
力跨越了年龄界限，成为连接世代的精神纽
带。“隆德县通过举办全国书法大赛，为全国
各地的书法爱好者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也
能领略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于光建说，每
一位隆德书法家，他们用书法表达自己的内
心世界，将自己的心声与情感融入作品之
中，使之成为情感的载体、精神的寄托。

“文学创作同样在隆德县绽放光彩，涌
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他们用文字记录
生活、抒发情感，传递正能量。”于光建说，无论是诗歌
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蕴含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与人文
情怀，成为隆德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隆德剪纸、高台马社火、泥塑、砖雕等非遗项目，
它们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手艺人的心血与汗水，它们承
载着历史的记忆，见证着文化的传承。”隆德县文化馆
副馆长张晶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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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雕技艺开发的文创产品。

隆德博物馆。

红崖村老巷子街景红崖村老巷子街景。。

剪纸艺人杨国权展示作品《农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