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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 点亮夜生活点亮夜生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力盟商业步行街也热闹起来。
沿着指示牌走进力盟商业步行街，路中间的小吃摊位吸引着来往的游客，各种风味小吃让市民游客

应接不暇，烤鱿鱼、烤红薯、臭豆腐、小龙虾、烤羊肉等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味蕾。喧嚣的人群，五彩的灯
光，此起彼伏的招呼声，热闹的谈笑声，交织出一幅“烟火气”十足的都市夜生活画卷。

近年来，城西区牢固树立“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理念，积极挖掘辖区文化内涵
和特色旅游元素，不断打牢文旅融合发展基础，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工作稳步向前。

同时，城西区在文旅融合发展上不断创新进步，取得更多新成效。“五峰书院”文化品牌被文化和旅
游部确定为全国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入选2023年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典型案例。唐道·637商业综合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力盟商业巷步行街
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4处街区成功申报首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全省
首个“避暑旅游目的地”；万达文华酒店获批五星级旅游饭店，目前拥有3家五星级酒店；率先在全市建
成“15分钟文化圈”；几何书店成为青海文化对外输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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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傍晚，城西区唐道·637
广场上人渐渐多了起来。鱿鱼、牛肉
串、年糕在铁板上嗞嗞作响，臭豆腐在
油锅中翻滚……几十个绿白相间的摊
位上，顾客排队购买小吃。“最近天气
热了，晚上我和家人过来转转，买点小
吃。”刘露是这里的常客。她说，夜市
让夜生活更丰富了，不仅可以吃到美
食，还能感受西宁的烟火气。

为全面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优化夜经济模块，城西区以打造时

尚消费新场景、展示文旅夜游新品牌、
培育夜间文旅消费新热点、推出文旅
惠民新措施为重点，加快文旅商融合
发展，突出文化特色，积极发挥唐道、
力盟、天地巷子、喜欢里等重点街区特
色优势，在海湖万达、力盟步行街、唐
道·637、王府井大象城等10个商业街
区开展“城市潮物集”“点亮夜间旅游·
绽放城市魅力”“无所不集 摊开想象”

“西宁之夜”等夜经济系列主题活动，
丰富夜游、演艺、美食、非遗等夜购业

态产品，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创新
文旅产品供给，释放消费潜力，繁荣

“夜经济”。
同时，对辖区旅游线路进行征集

梳理，串联 10 条微旅游精品线路，制
作小视频进行宣传推广，开发“云游西
区”小程序，推介城西区美食、酒店、景
区等内容，完成全域旅游地图编制，让
游客“一机在手，遍游西区”，进一步拓
宽旅游产业链，以旅游消费转型升级
助力城西区夜经济发展。

浪夜市、品美食、享美景……

这个夏天来西区赴一场“文旅盛宴”

今年5月，城西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联
盟的成立有利于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企业合作，提升文
化旅游品质，加快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城市服务区。

联盟不仅是城西区文化旅游企业沟通交流的新平台，
更是该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助推器。城西区本着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的原则，以资源
整合、互惠合作等方式，盘活各类文化旅游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共同进步，全力推动城西区文化旅游在各
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旅游行业高质量
发展，为城西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城西区积极为成员单位牵线搭桥，41家成员单位通过
文旅产业发展经验交流、政策沟通座谈会及相关论坛推动
文旅产业全面发展。同时，整合利用优质资源，完善演艺产
业链，加强文创产品研发，打通文化、文创、旅游产业链的融
合通道。协助企业广泛开展招才引智活动，引进高层次高
技术文化旅游人才来宁发展。此外，采取开展成员单位文
旅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等举措，助力联盟成员单位交流合
作、实现跨界融合，打响“魅力西区”城市品牌，推动城西区
从文旅大区向文旅强区“破蛹蝶变”。

在兴海路街道办事处的舞排室内，15名学员正在接受免
费的专业舞蹈培训。“平时都是在网上自己学，这次是专业培
训，大家都很有热情。”55岁的万玉清和她的同学们学得很认
真，一遍遍重复练习着舞蹈动作。对于万玉清而言，学舞蹈
并不一定要多专业，重要是丰富了她和朋友们的退休生活。
这是城西区开展的2023年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培训课程包括
书法、化妆、口才表演、河湟剪纸、时装表演、健身操等。

60岁的王珊存是刘家寨小区的住户，每天下午都要去
广场上和老姐妹们跳会儿秧歌。“现在条件这么好，每天到
村上的文化广场跳跳秧歌，锻炼锻炼身体，身体越来越好了
不说，心情也越来越好了。”王珊存乐呵呵地说。

城西区围绕全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加强基层
公共文化建设，真正让文化融入百姓生活。近年来，该区持
续夯实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日趋完善，实现全区公共文化服
务场所全部免费开放，12个行政村文化广场全覆盖。建立
了区、镇（街道）、社区（村）三级建设管理机制，逐步提高管
理水平和服务效益。全区现有文化工作者100余人，市民
自发组织的文艺演出团队86支，参与人数达9万人次。

走进南凉遗址公园，历史的气息
扑面而来，移步换景之中，五峰书院虎
台书房赫然入目，和煦的阳光、雅致的
环境，品茗赏雪、观书寻幽，清幽风雅、
古色古香……

“整个假期我几乎每天都泡在这
里，看自己喜欢的小说或者做做题。
书房环境好、氛围好，书籍种类也多，
离家也近。”住在虎台书房附近的市民

周如说。
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五峰书院

建设以来，城西区高度重视五峰书院
城市书房项目，建成五峰书院城市书
房 12 处，书房藏书 30 余万册。打造

“书店+旅游+文化”经营模式，“图
书+”多业态融合模式成效显著。制定
出台《关于支持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城西区引导新兴行业发

展若干措施》，多次召开文旅企业座谈
会，为文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全区现
有国家级、省市级文化产业基地 8
家。同时，城西区不断加大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力度，优化完善文化基础设
施，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打造完善的

“15分钟文化圈”，为全力建设“书香西
区”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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