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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盐州：且以诗意向远方
本报记者 张晓慧

盐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聚集区，集历史文化观光、红色教育
研学、民俗文化娱乐、生态休闲体验等于
一体。

盐池县素有“露天长城博物馆”的美
誉，4道 259公里的隋明长城横亘在盐州
草原上，大大小小的古城、烽火墩台遗
址，彰显着千年古县璀璨的历史文化。

在这里，可以聆听古丝绸之路的悠
悠驼铃，欣赏长城关脚下《盐州胡旋》实
景演出，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风光，吼一嗓子信天游，唱一曲“花儿”，
不经意间就会穿越到战国时期秦惠文王
巡游昫盐县、盛唐时期的丝路古道、宋夏
时期双羊公主大战狄青、明代驻守边关
等场景中。

长城关，中国万里长城千百座关隘
中唯一以长城命名的关隘，与嘉峪关、
山海关、居庸关齐名。在这里，可登高
望远，感受“深沟高垒、防胡大堑”的雄
浑壮阔，感悟“岁月有痕、长城为证”的磅
礴气势。

宁夏长城博物馆是弘扬和传承长城
文化的知识殿堂。在这里，可以品读人
类历史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聆听金戈
铁马、战鼓擂动的风云历史，长城精神和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让人肃然起敬。

花马池古城历经 500年历史沧桑，依然保留着
原有的建筑风貌，古时为北方边陲要邑、商贾云集
的旱码头、宁夏镇后卫。在这里，城中有景、景中有
城、景城融合，既可以穿越古城，欣赏非遗文化的魅
力，又可以品尝舌尖上的美味。仅滩羊系列美食就
有上千种，羊奶皮、羊肝凉皮、臊子饸饹面、狗拉羊
皮、猫耳朵、羊奶粥、滩羊酒等美食，让人回味无穷。
截至 10月底，盐池县累计接待游客 267.4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55亿元。

每个人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盐池，那些美好
的愿望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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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积淀了文化内涵，便有
了生命和灵气。为了让历史“活”起
来、资源“走”出来、文旅“融”进来，近年
来，盐池县依托长城文化、红色文化、
田园文化等文化名片，串好文旅珍珠，
开启了文旅发展新篇章。

2024年，盐池县聚焦“文旅+”融合
发展主线，充分利用“红、古、绿”资源
优势，依托“一核两畔一带、一核一带
多点”发展思路，推出“特色资源三日游”
精品线路，深入开发“差异化星空游”

“行走中的思政课”等定制化、特色化
旅游产品，培育打造“一乡一品牌”活
动。麻黄山乡、唐平庄村入选第三批
宁夏特色旅游村镇，张家场古城遗址入
选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宁夏分库。

盐池县运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提
升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文旅云平台
和数字图书馆、博物馆数字化场馆服
务功能、服务内容，持续推动全域旅游
智慧地图推广运用。建设长城数字化
体验项目，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物活态展示、线
上游长城、远程天文观星等体验项目，
进一步提升长城关实景演出《盐州胡
璇》沉浸式演艺效果，创排《王贵与李
香香》舞台剧，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

“我们坚持‘文旅+’融合发展主
线，办好春赏花、夏采摘、秋丰收、冬民
俗等系列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发挥红
色旅游特色优势，持续打造以纪念园、
窑洞党校、李塬畔盐池县委旧址等为基础的红色
革命教育基地，培育以产业研发、长城考古等实
践活动为支撑的体验游和研学游，推动盐池风
情、民俗文化进一步发展。”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
局局长李月新介绍。

文旅融合促发展，且以诗意向远方。如今的
盐池文旅资源串点成线、串珠成链，文化提升旅
游的内涵品质，旅游促进文化的传播消费，实现
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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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读一位盐池籍作家写的散文
《不到盐池非好汉》，这是对盐池县有
了深刻认识发出的肺腑之声。

盐池县倚长城、屏朔漠，这里远
古、现代文明沉积，既有秦汉时期的长
城墩堠，又有近代革命的历史遗迹；既
有中原的农耕文化，又有塞外的游牧
文化；既有陕北的信天游，又有西北的

“花儿”，形成盐池县独特的多边文
化。近年来，盐池县通过不断挖掘历史
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风
物资源等，做深做实盐池文化自信根
基，为建设强美富优现代化新盐池贡
献力量。

在花马池镇四墩子村曹泥洼村入
口，有一座栩栩如生的石像，刻的是王
贵与李香香。曹泥洼村正是叙事诗
《王贵与李香香》的发源地。在陕甘
宁边区，盐池人民在发展生产、踊跃
参军、支援前线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
业，诗人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任秘书时，创作了叙
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被誉为“新诗歌的方向”，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盐池县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如刺绣、草编
等，这些文化因素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和变化，既
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
时代印记，是宁夏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2023年，盐池县文化馆创作以移风易俗、
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 100余
部，开展节日文化、广场文化、送戏下乡等主题系
列活动300余场次。

文化活水，润泽百姓。放眼新时代，老区盐
池的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群众文化的
雨露点点滴滴润泽着百姓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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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城 来一场时空穿越

古长城：古韵焕发新活力

盐池长城并不是孤立存在，陪伴它的还有一座座被遗弃
的古城。这些古城和沿线的长城互为连接，构成一道厚重的
历史风景线。

每座古城都是一本厚重的书籍，讲述着历史的沧桑巨
变。“黄土夯筑的长城是万里长城中最脆弱的一段，一旦失去
这些黄土夯筑的城墙，中国的万里长城将损失一半。”盐池县
文物管理所所长王生岩介绍。

深秋的张家场古城，荒凉中隐藏着历史的文脉。古城虽
已历经 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和掩埋，但城址轮廓明显，一条
汉代铺就的石头路从东门出口向城外延伸，诉说着这里曾经
的辉煌。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文化遗址，2013年，盐池县建成张
家场汉代专题博物馆；2019年，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建成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盐池基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工作站。其间，
争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长城、古城、文物库房设
施、明代丝绸等文物进行保护性修缮、基础设施建设，并建成
宁夏唯一一家长城主题博物馆。

2019年，盐池县从 6个乡镇招聘 6名长城保护员，承担起
区域内长城、古堡等遗址的巡查工作。2023 年 5 月 18 日，
宁夏首支长城保护志愿巡护队在盐池县成立，13 名村民
自愿加入长城保护巡护工作，不断延伸长城保护工作的“神
经末梢”。

“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认领长城保护办法，已发动 13家
企业、15家单位和 131名热心人士主动认领长城，树立长城
标识碑，设立保护认领碑 24块，形成长城保护‘一家亲’的局
面。”王生岩说，近年来，长城脚下的村庄依托古长城地缘优
势及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红+绿”特色旅游，吸引了众多
游客。村民化身长城保护员、宣传员，用个人的“微力量”汇
聚保护长城的“大能量”。

守护长城，就是守护民族精神的根脉；传承文化，就是传
承中华文明的薪火。盐池古长城见证了历史长河中的民族
交往与融合，所代表的国家记忆和文化符号，历经千年沉淀依
然璀璨夺目。

游九曲：“灯笼阵”里说幸福

“九曲阵里走一走，轻松活到九十九”。盐池人对这句俗
语耳熟能详，在百姓心里，游九曲不仅能锻炼身体，更是他们
内心对幸福的祈盼。

盐池县九曲民俗文化园分为七部分：九曲照壁、牌楼、
烽火台、滩羊、365 杆灯、九宫、吉祥塔。园区融合盐池县特
有的边塞文化和滩羊文化，九曲阵中有 100 只形态各异的
滩羊雕塑，每个牌楼门口摆两只羊，一只羔羊跪乳、一只“三羊”
开泰，寓意吉祥如意、万事皆顺。

自清末以来，盐池县城每年春节都要举办扭秧歌、舞龙
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唱戏等活动。元宵节游九曲是

一年中场面最恢宏的一次，群众在街头看罢秧歌、舞龙及秦
腔后，游人流水般按照固定线路鱼贯而入游九曲园，场面壮
观。元宵节游九曲一直延续到正月二十三，人们把美好的祝
福寄托在游九曲中。

游九曲又称“转灯”，是流传于盐池县民间的一种古老
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每逢春节等重要节点，人们就地取
材，用竹竿或高粱秆、秸秆等搭建九曲，自发在阵内游转，
并各提一盏灯挂于立杆之上，形成百家灯阵，寓意吉祥如
意。九曲阵按周易八卦方位分为 9个曲阵，分别寓意着福、
禄、寿、喜、吉、祥、安、康、顺，各曲阵由弯弯曲曲的回廊连接，
象征着人生道路，回廊全程 2.4公里，迂回于九曲之中，敲钟
祈福愿来年一切顺利。

走进九曲民俗文化园，映入眼帘的除了庄严肃穆的牌
楼，便是一盏盏火红的小灯笼。园区内共有 9999个灯笼，红
灯笼上印着百家姓及 12生肖，游客在游九曲的同时，可寻找
自己的姓氏、属相灯笼，为活动增添更多乐趣。

夜晚的九曲民俗文化园流光溢彩，宛如镶嵌在盐池县
城的一颗璀璨明珠。九曲民俗文化园把古老的黄河文明、
浓郁的丝路风情、悠久的边塞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凝
聚、幻化为绚丽的彩虹，展现在宁夏的“东大门”，成为盐
池县的亮丽名片。

麻黄山：追寻红色记忆

麻黄山乡位于盐池县东南部黄土高原丘陵区，地处陕甘
宁三省交界，素有“鸡叫一声听三省”之说，是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

麻黄山乡因遍布麻黄等百余种中草药而得名，历史文
化悠久、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火种早在 1926 年就在此
扎根。

随着蜿蜒崎岖的山路一路向前，来到唐平庄村，一处修
缮一新的窑洞庄院映入眼帘，黄土崖面上“唐平庄窑洞党校”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院子里树木苍翠、青石铺路，环境清雅
而不失庄重。“每个窑洞都各具特色，还有宣讲课堂和供学员
居住的大通铺，在这里学习更能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
神，让初心融入血脉。”在麻黄山乡“唐平庄村窑洞党校”学习
的盐池县文联工作人员冯永财感慨地说。

盐池县深入挖掘整理宁夏工委及盐池县委在麻黄山乡
组织、战斗、统战等革命历史，打造李塬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基地，建成独具特色的窑洞党校教育体系，让红
色历史成为“看得见、记得住、可体验、带得走”的文化
符号。今年以来，先后吸引 300 余批次 3 万余人接受红色
教育洗礼，引导各族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不断夯实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这里是红色研学游的首选地，聆听党课、探访革命旧
址、徒步穿越 10 公里行军步道；这里是体验川塬梁峁的胜
地，住一住何家大院的传统窑洞，登一登王到山，攀登象
征人生长长久久的 1314 层台阶；漫步乡间田野，看山川
姹紫嫣红，听高亢的麻黄山道情，体验打平伙的快乐，
走进麻黄山，踏着历史的脚步，追寻红色记忆。

张家场博物馆。

盐池县长城关盐池县长城关。。

九曲民俗文化园。

麻黄山李塬畔革命旧址。

明长城遗址。 （本版图片均盐池县委宣传部提供）

元宵节社火表演。

道情艺人在麻黄山乡演出。

非遗传承人制作滩羊皮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