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加速迈进
海东，处在兰州和西宁两大省会

城市中间，自古以来就是唐蕃古道的
必经之地，素有“极地门户·青藏首站”
的美誉。

近年来，海东市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夯实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积极谋划新布局、拓展新业
态、建设新高地，推进“旅游+文化”“旅
游+农业”等融合发展，做大经济新增
长点，一幅色彩斑斓的全域旅游图景
正在河湟大地上徐徐铺展。

为全面推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行动目标和任务落实，海东文旅
人紧盯目标，用情用心用力让河湟大
地的这首“诗”更加温润，一心一意让
海东这个“远方”更加诱人。

伴随着发展的脚步，河湟大地的文
化旅游从悠悠岁月中款款走来，在发展

中起步、在探索中前行、在调整中提升，
如今已然实现了华丽转身、精彩嬗变。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海东市文化
旅游产业营业收入年均保持在12%的增
速，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6735 万人
次；累计实施各类项目337个，完成投
资 135亿元，年均投资 27亿元；累计
实施乡村旅游扶贫项目 53 个，投资
1.53亿元；全市新增 12家A级旅游景
区，总数发展到28家；新增14家星级
饭店，总数发展到 41家；新增 163个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总数发展到261
个……

如今，海东各类特色景区景点资
源串点成线、串珠成链。独特的自然
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丰厚的文化
底蕴，成就了海东“彩陶故里·拉面
之乡·青绣之源·醉美海东”的金名

片。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打造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是推动
文化赓续和旅游发展的客观需要，更
是锚定“人文胜地”目标、推动海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海东市立足黄河资源优势，牢牢
牵住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一“牛
鼻子”，精心布局“一圈三线百点”生
态旅游发展空间，“一圈三线”全域旅
游总格局基本形成。依托现有交通路
网，做优做大河湟文化深度体验旅游
圈、乡村生态暨沿大通河旅游线、乡
村人文暨沿湟水河旅游线、黄河文化
旅游风情线，精心打造了平安区平安
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临津古渡等文化旅游景
点，直观再现河湟古道交融天下的历

史人物和事件，丰富生态旅游线路内
涵，积极发展生态观光、民俗体验、
冰雪体验、自驾车房车等美丽乡村休
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生态旅游业态。

文化旅游是城乡发展的“金名
片”，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金饭
碗”。海东市把旅游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新引擎，深度挖掘“旅游+乡村振兴”
新模式，挖掘独特人文内涵，使传统
文化“活”起来，加强配套设施建
设，使接待能力“强”起来，不断强
化市场营销宣传，使乡村旅游“旺”
起来，以文旅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海东市正发挥青海省东大门的优
势，抢抓文旅复苏的机遇，坚持和合
共生，持续提升旅游发展质量的新局
面，激活旅游“新兴业态”，奋力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城市。

我们相信，随着第二十二届环湖
赛的到来，海东一定会迎来更多的精
彩瞬间和动情时刻。

要闻02 2023年7月10日 星期一 责编/周晓华 版式/永皓 校对/王连芬 冯大馨

海东市总人口 173万，少数民族人
口8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0.6%。这
里生活着汉、藏、蒙古、回、土、撒拉等19
个民族，形成“小聚居，大杂居”分布特
征。

海东是一方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热
土。在这里，传颂着各民族亲如兄弟姐
妹、相互包容、团结和睦、共谋发展的动
人诗篇。他们肝胆相照、休戚与共，让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似锦繁花尽情绽
放。

在这片浸润红色历史文化、具有古
老民族传统的土地上，海东市以“民族
团结进步+”为核心，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建成小康同
步、民族团结同心、社会和谐同创，积极
打好民族团结“和谐牌”，唱响民族团结

“进步曲”，浇灌民族团结“常青树”。
手足相亲，团结和睦，是海东各族

人民恪守传承的民族情缘；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是海东各族人民齐声高唱的
团结乐章。

走进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
地，撒拉族院落、藏式院落、土族院落、
回族院落、汉族院落……一座座饱含浓
郁民族特色的院落毗邻而居，各民族儿
女在这里共同经营、共同生活，各民族
建筑、美食、民俗文化在这里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西街
村，多年来撒拉、藏、回、汉各民族亲如
一家在这个村里传为美谈。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村子里的群众互相来往，相
互拜访，共同祈福祝愿……

这些，仅仅是海东群众互帮互助、
团结守望、相亲相爱、民族一家亲的生
动略影。

近年来，海东市委市政府立足多民
族聚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源远流
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作为引领和推
动海东发展，解决海东发展问题的战略
牵引和重要抓手，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加快推动发展
上，积极搭建创建平台载体，实施“班彦
村移民搬迁”等一批促进民生发展的重
点工程，培育“拉面经济”等一批促进民
生发展的特色产业，提升各族群众幸福
指数，凝聚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进
步、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

种下石榴籽，浇灌民族花。从祁连
山南麓到黄河之滨，从湟水谷地到阿依

赛迈山脚，无论是在乡镇、学校还是机
关，各族群众以博大的胸怀，像珍惜眼
睛和生命一样珍惜民族团结，构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
离不开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
体，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中
凝聚力量，在河湟大地齐心协力绘就着
一幅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壮美画卷。

“56个民族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
是一家。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今
日之海东，处处新风貌新气象，经济发展
活力迸发，产业发展物阜民丰，民族团结
籽籽同心……

回首过往，踏歌前行。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海东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为奋力建设青藏高原山水
田园、生态绿色、宜业宜居、创新活
力、城乡统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海
东而努力奋斗。

一场赛事沸腾一座城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环湖二十二载，越骑越精彩。
随着2023“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十二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激情开赛，

这个七月，13个国家22支车队的154名车手相聚在盛夏的高原，在世界海拔最高的
自行车赛事中圆梦“环湖”。

似火激情，破风骑行，分秒必争，永不言弃。高海拔、高难度、高水平的赛事，注
定蕴藏着一番激烈和精彩的比拼。

一场赛事沸腾一座城。7月11日第三赛段贵德至互助赛段，途径平安区古城回
族乡（S206线）、平安街道（G109线、互助路）进入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举世瞩目的
体育盛会又一次与海东这座美丽的城市邂逅，而海东也时刻以自信的姿态、坚定的
绿色发展理念拥抱环湖赛。

什么是乡村振兴下的小康？
有人回答“温饱不愁、具有现金或活

期存款！”
有人说道“有房有车、子成龙女成

凤、夫妻感情和谐、兄弟姐妹和睦！”
海东市作为全省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则用“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居住条件
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产业发
展突飞猛进，百姓喜笑颜开”响亮作答。

时间标尺丈量初心，发展刻度检测
使命，党委政府赤诚为民的滚烫情怀镌
刻在点滴为民实践中。

沿着自带“流量”的扎碾公路径直向
寿乐镇方向驶去，不时有拱棚映入眼帘。
洁白的大棚如同散落的串珠，绵延分布在
沿途20多公里的引胜沟沟谷里，排列在
田间的近万栋拱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远处的高山与农田渐次交错……呈现出一
派产业繁多、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这里是全省规模最大的万栋拱棚基
地，也是乐都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特
色，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以蔬菜产业
振兴乐都区川水沟岔特色农产品走出精
品生产战略，拓宽广大菜农增收渠道，实
现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

行至王佛寺村蔬菜拱棚种植基地，
便被温棚里传出的欢声笑语所吸引，随
手推开一栋温棚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
来，满眼望去棚内绿意盎然。

王佛寺村是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2012年王佛寺村建成标准化辣椒种
植示范区，同年11月王佛寺村的乐都长
辣椒入选第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名单。

2014年以来，王佛寺村共建成拱棚
623 栋进行乐都长辣椒拱棚无公害生
产，全村从事辣椒生产农户达120多户，

占总农户的 93%，现在乐都长辣椒种植
已成村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以王佛寺村为代表，在引胜沟绿色
产业园的上万栋拱棚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种植乐都长辣椒、紫皮大蒜以及香
菜、蒜苗等河湟地区的代表性蔬菜。

2017年，寿乐镇引胜沟设施蔬菜基
地被海东市政府批准为绿色产业园。按
照“一轴四区”总体规划布局，寿乐镇全
力打造集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科普教育
和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引
胜沟绿色产业园。

从露天种植、靠天吃饭到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智慧化发展，寿乐镇摆脱以
往传统农业种植的困境，走上了一条绿
色、高产、增收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道
路。

而这只是河湟大地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百姓增收的一个缩影。

地处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
“黄河彩篮”，静静依偎在黄河臂里，这里
不仅是全省人民的“菜篮子”，更是当地
群众就地存储取款的“绿色银行”，也是
当地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

盛夏的河湟大地，花团锦簇，风光迷
人。如今，走进海东市广袤的农村，处处
都能看到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持续拓宽就业岗位，让更多贫困人
口走出家门实现就业，稳定增加收入；
向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安全住房、公
共道路、安全饮水、网络通讯、美丽乡
村建设发力；加强东西部协作，打造产
业基地……

近年来，海东市紧紧把住乡村振兴
战略之机，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善作善
成，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出了坚实
步伐，以奋进之姿态挺进新时代。

人民生活的品质是衡量一座城市
发展的重要标准，高品质生活来源于
城市的高“颜值”和好“气质”。

徜徉在宽敞整洁、满眼美景的大
道小街，感受河湟大地的独特风韵；驻
足各大公园，浏览那独具匠心、造型别
致的绿色景观，感悟喧嚣中的静谧；走
进三河六岸湿地赏景，品味“水”带来
的无限韵致；登高朝阳山俯瞰，欣赏蓝
天白云下这座城市的别样魅力……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就是幸福。

海东市委市政府从建设“生态海
东”全局出发，牢牢把握“三个最大”省
情定位和“三个安全”战略地位，进一
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努力做到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落实
建筑工地“八个 100%”，全面实施煤改
气，淘汰老旧车辆。重点行业脱硫、脱
硝及除尘改造和全市27家铁合金企业
浇铸环节的无组织烟气治理基本完
成，全市237家“散乱污”企业和67家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全面完成整治。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实施黄河和湟水河重点
支流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工程，持续
加大涉河“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力度，
完成8个县级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强化涉水企业监管。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严格农用
地土壤环境管理和建设用地安全管
控，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加快实施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

以绿为底，着墨生态。这几年，我
们欣喜地见证着海东生态环境向美之
变，也深刻感受到海东这座城市“颜值”
和生态“气质”的持续提升，全面加强林
草资源管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生态版
图不断扩大，内在品质持续提升，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如今的海东，田中有城、城中有
园、园中有景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初步
显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
提升。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只
此青绿，向“美”而行，推动实现更高质
量发展，一个更加美丽的新海东值得
期待。

蓝天碧水织锦绣 绿染河湟满目新

共育团结花 共享幸福果

相比以往的环湖赛，今年赛事升级，
已进入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序列，这在
国际自盟竞赛体系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也标志着这项自主品牌赛事踏上了
新起点，将从各方面实现新的飞跃。

一届环湖赛，一次全新的体验。海
东，正以崭新的面貌、全新的姿态迎接环
湖赛车手和游客的到来。

在环湖赛即将到来海东之时，记者
驱车行驶在平安区至乐都区的109国道
时发现，平整宽阔的道路，拓宽了这座城
市的发展格局。

作为大众参与环湖赛事、骑行文化
传播的重要窗口，这个七月，属于海东市
民的“环湖赛夏天”来了。走进乐都区主
城区，宽阔笔直的街道、干净的市容市
貌、清新的空气，更合理的城市布局，无
一不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发展眼光。

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筋骨和脉络。而
乐都区和平安区两个核心城区犹如两艘
停泊在湟水岸边的巨轮，高楼大厦是它
们张开的船帆，似乎已经鼓满了风，正朝
着美好的未来破浪前行。

乐都，人文城市；平安，古驿之城。
作为海东城市的两大核心区，乐都和平
安的城市建设成果也在青藏高原得以充
分展现，而核心城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海
东这座高原新城得以快速崛起。

“以前这里全部是荒滩，如今看到的
都是高楼大厦。”站在乐都区城北的墩顶

山，雨润镇荒滩村村民王先生感慨道。
一座城市是否具有发展的活力，首

先要从它的体量上考量。在海东，城市
的不断“长胖”，就充分印证了城市体量
的不断扩大。

“道路宽阔，绿化成片，路宽了、
景美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崭新的
面貌令人倍感自豪！如今的海东，韵味
十足……”市民张女士对近年来海东发
生的巨变赞赏有加。

海东的变化在道路、在街巷，更在我
们身边……

走进乐都区教育局家属院，曾经的
老旧小区变了样：停车位规划有序，休
闲凉亭绿植环绕，楼房外墙统一装了保
温层，楼道内明亮宽敞……得益于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曾经院老、房老、设施
老的老旧小区“颜值”大提升。在这个
家属院居住了 30 多年的业主李先生向
记者夸赞小区的新变化：“坑坑洼洼的
土路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柏油路，杂乱无
章的小区广场变得宽敞有序，如今，走
在小区里，墙白、路净、灯亮，让人越
看越欢喜。”

一场赛事一座城，赛事依附城市，城
市因赛事而兴。海东，这块升腾希望的
热土上，城市设施日益完善，交通路网逐
步通畅，城市功能加速提升，投资环境全
面改善，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正
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以城市“精致度”提升百姓幸福感

聚力乡村蝶变 广袤沃野绘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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