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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水湾景区位于海东市循化
县清水乡，黄河流经这里时拐了一个

“之”字形的大湾从而形成了别致的景
色，清水湾北靠积石山、南临黄河水、地
势险要，这里气候温和、光照时间长，四

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河道
两岸群山连绵、沟壑纵横，黄河水时而
沉静如雪、时而咆哮如虎，与峡谷内的
丹霞地貌和野狐桥共同绘成了一幅“天
下黄河循化美”的美丽画卷。

红光村红色教育基地位于海东市循化
县查汗都斯乡红光村。红色革命遗址主要
有由红西路军被俘人员修建的红光清真寺、
红军小学等。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红西路
军精神，2014年，这里被命名为“海东市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化隆回族自治县（安达其哈生态旅游景区、黄河绿洲生态旅游
景区、黄河第一湾、群科新城航运码头水上乐园）—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黄河清水湾景区、孟达天池）—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临津古
渡、接官亭、禹王峡景区）

安达其哈生态旅游景区位于海东
市化隆县群科镇安达其哈村黄河北
岸，主要以黄河文化体验、花海主题为
核心，童玩教育为辅的休闲度假观光
于一体的滨河旅游景区。春天赏杏

花、夏天摘杏果、秋天品美食、冬天观
飞鸟，还有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火
烈鸟在此现身。这里是休闲度假、游
览黄河、赏花赏景、品味群科手抓的理
想目的地，也是摄影家的天堂。

安达其哈生态旅游景区

黄河第一湾
黄河第一湾景区，地处海东市化

隆县恒隆乡牙曲滩村，是由化隆县黄
河第一湾农牧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集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
合景区。滔滔黄河穿峡谷，过险滩，

一路奔腾，咆哮万里。先民们利用黄
河水资源，创造了在河心筑堤分水、
自流灌溉的奇迹，开流挖渠，引水浇
田，开创引黄灌溉的辉煌篇章，造就
了美丽富饶的海东化隆。

黄河清水湾景区

禹王峡景区位于海东市民和县
中川乡峡口村，规划面积达 205平方
公里，水域面积约 10平方公里，景区
与炳灵寺水路相距 16 公里，地理位
置特殊，交通便捷，是环西宁旅游圈
和甘肃兰州旅游圈最佳衔接点和连

接点。景区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
大禹治水遗迹、禹迹龙潭等景观，樱
花大道、月季走廊等观览区。还有
4D玻璃观景平台、步步惊心体验区、
水上观光旅游区，是集休闲、娱乐、度
假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

临津古渡、接官亭
临津古渡始于汉代，繁荣于唐宋时

期，从汉朝到明清以及近代，一直是黄
河上游的重要渡口。西进新疆，南入西
藏，成为远上黄河、横跨甘青的著名古
渡之一。在千百年前的丝绸古道上，巍
巍积石雄关旁，昔日叱咤风云的临津

关，如今只留下了一座不朽的石墩、两条
粗壮的铁链和人们永远的怀念与记忆。

官亭镇，古为唐蕃古道、丝绸之
路南道要塞，历史上为了迎接入境使
者和官员，曾在此设“接官亭”，今镇
因其得名为“官亭”。

禹王峡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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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土族自治县—双树村—班彦村互助土族自治县—双树村—班彦村（（全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村国脱贫攻坚楷模村））—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红光村红色旅游景区—十世班禅故居红光村红色旅游景区—十世班禅故居

双树村位于海东市互助县沙塘川河西
岸的象山脚下，是互助县塘川镇西北部的一
个人口大村，距西宁市22公里，距互助县城8
公里。境内塘川河奔流而过，带给人们肥沃
的土地和美丽的家园。双树村总面积 7.2万
平方公里，全村有 19 个生产合作社、756 户
3100 人。现有耕地面积 297.6 公顷，其中水
浇地 147.6公顷，浅山地 158.86公顷，主要农
作物有油菜、大豆、小麦和洋芋，现有红、白
（獭兔）、黄蚕豆、黑八眉猪、双树苗圃等主导
产业。双树村党支部纪念馆是青海农村党
支部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互助县重要的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双树村

班彦新村

“班彦”是土语，音译过来是“富裕”的意
思，预示着土族人民对富裕美好新生活的向
往。班彦村于 2021年 2月获得党中央、国务
院授予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并先后
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国家森林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村、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青
海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班彦村坐落于海东市互助县东南部，距互
助县城30公里，距平安城区20公里，是一个传
统的土族村落。2016年，互助县委县政府对班
彦村五、六社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同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
彦村调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下，班彦村借助精准扶贫的东风，大
力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如今的班彦新村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开创了和
谐幸福、欢乐祥和、积极向上的新局面。

班彦新村已经建成村文化长廊、盘绣园、
酩馏酒坊、特色农家乐、特色民宿、生态农庄，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农事、休闲娱乐、品尝美
食、观赏酩馏酒工艺酿造及品尝美酒等。

红光村红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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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小长假，在团聚之余，趁着

舒适凉爽的秋季，不少市民都打算与美景相约，但又考虑到旅
途的车马劳顿，不如就近选择，来一次海东游。

在这里，由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
验地、河湟文化博物馆、永录康格达景区、循化撒拉尔故里—民
俗文化园、骆驼泉景区组成的民俗文化线，可让你一边欣赏秋
季的美景，一边了解河湟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里，由安达其哈
生态旅游景区、黄河第一湾、黄河清水湾景区临津古渡、接官
亭、禹王峡景区组成的黄河风情线，可让你在游览黄河的同时，
感受当地浓郁的风土人情；在这里，由双树村、班彦村、红光村
红色旅游景区组成的红色旅游线，可让你在追溯曾经那段光辉
岁月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蓬勃生机。

互助土族故土园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位于海东市互
助县，景区总面积11.26平方公
里，包括彩虹部落土族园、纳顿
庄园、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天

佑德·中国青稞酒之源和小庄
村5个核心景点，是以“土族文
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
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旅游景区。

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

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
验地位于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
道张家寨村，距离平安中心城
区5公里，占地66.67公顷，分为
汽车营地、乡愁民俗、乡土电
商、富硒科技、乡野田园五大板
块，将海东市汉族、藏族、回族、
撒拉族等17个民族典型的民风

习俗，地方特色植入其中，有土
榨油坊、自酿青稞酒坊等八大
作坊，腌制青海酸菜、酿醋、传
统粉条、现磨调料等五大小作
坊，用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建造
的 18个农家院，经营着青海老
八盘、农家小院牛头宴、柴火鸡
等传统美食。

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

河湟文化博物馆位于海东
市乐都区，总占地面积52133.6
平方米，主要体现了农耕文化、
彩陶文化、民俗文化和可移动文

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具
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地方性博物
馆。整个展陈分“序厅”“四大展
厅”“十三个单元”。

河湟文化博物馆

永录康格达景区位于海东
市民和县满坪镇，这里既是青海
省集河湟民间艺术、民俗文化、

农耕文化、宗教文化、传统非遗文
化保护开发的民间最大博物馆，
也是一处避暑消夏的旅游胜地。

永录康格达景区

循化撒拉尔故里—民俗
文化园位于海东市循化县街
子镇。循化是中国唯一的撒
拉族自治县，而街子镇是中国
撒拉族的发祥地，有着浓厚的

撒拉族风俗特色。撒拉尔故
里—民俗文化园建设于 2017
年，占地面积 36.2公顷，总建
筑面积 24600平方米，总投资
2.18亿元。

循化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

骆驼泉景区是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海东市循化县街子镇团结

村，交通便利，距离县城5公里，距
西宁市140公里，是集游览观光、
体验民俗于一体的旅游景点。

骆驼泉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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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气象新村气象

杏花水岸杏花水岸

黄河秋韵黄河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