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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来宁引流行动。深拓精耕
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市场，主打高原生
态、西北环线、野生动植物等品牌，精准
招来客源。到 2025 年，预计接待游客
总人数达到 31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308 亿元。推动来宁游客车程辐射
半径延长至 2.5 小时，实现 1 小时通达
西宁海东都市圈，2.5小时辐射省内重
要生态资源点和景区。

●数字文旅智慧行动。采用“互联
网+旅游”等模式，构建西宁旅游集散
信息库。建设智慧景区，培育云旅游、
云直播，发展线上文旅产品，提升在线
交易水平和交易量。建设“智慧四馆”
项目，提供市、县、乡三级公共文化数字

服务，进一步拓展服务空间。
●便捷交通优化行动。加快区域

交通集散枢纽建设，构建形成外通内
畅、快速高效、便捷安全的公路网络。
到2025年提升改造县乡道路200公里，
新增城乡公交旅游“微线路”10 条，建
成自驾车营地6家。

●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加强分级
分类保障，增加口袋公园、街心绿地、慢
行系统等游憩空间。在游客聚集区引
入影院、剧场、书店等微业态，提升公共
文化设施覆盖水平。优化城乡公共服
务设施，2025 年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
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4A级以上旅游
景区文化设施覆盖率达到80%。

●旅游景区消费提升行动。加快
景区拓面，推动生态旅游资源、乡村旅
游资源标准化、规范化提升，到2025年
新增国家A级景区10个。推动景区培
优，引导现有A级景区实施创新创意业
态开发，丰富实景演艺、智慧体验等新
场景。促进景区提质，满足游客多样化
需求，激活“二次消费”，培育全季类景
区和康养型、度假型等景区。

●城市旅游消费扩能行动。发
展特色商业集聚区、重点商圈、商业
步行街，培育建设区域特色型消费中
心城市。大力发展赛事、节会消费，
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营造
多元化多层次消费场景。到 2025 年，
全市国家级、省级文旅休闲街区达到
12 处，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城。

●乡村旅游消费赋能行动。推进
“乡村、产业、文化、旅游”有机融合，持

续更新休闲农牧场、露营（自驾）营地、
民俗非遗等乡村旅游业态。到 2025
年，培育国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10个，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20个。

●新业态消费创新行动。探索生
态旅游“换道超车”路径，支持文保单
位、景区景点、主题公园等运用文化资
源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推出河湟演
艺、光影艺术、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构
筑消费场景，促进“夜间经济”消费。到
2025年打造国家级夜间文化旅游消费
集聚区5个、电商网络直播基地2个，培
育生态旅游主播、网络推广团队10个。

●旅游服务保障提升行动。规范
导游、旅行社、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实
体市场管理，建立旅游服务评估机制，
以服务保障提升推动旅游消费增长。
加快文化旅游市场法治建设，强化跨区
域、跨部门联合执法，年度旅游投诉结
案率不低于90%。

建设联通内外、服务便捷的 集散中心集散中心

建设业态多元、供给丰富的 消费中心消费中心 ●文化塑旅突破行动。挖掘城市文脉，推出“City-
walk微游西宁”计划，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的城市旅行
攻略。推动“非遗+旅游”“文创+旅游”“博物馆+旅游”“音
乐+旅游”“动漫+旅游”“节庆会展+旅游”等新旅游业态创
新发展，将文化内涵、价值融入旅游产业链各环节，实现文
化载体丰富多元、旅游业态转型升级。

●河湟文化传承行动。挖掘河湟文化历史资源，创作
高质量文艺作品，持续加强《河湟》等精品剧目打磨提升和
推广巡演，提升河湟文化影响力。推动河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鼓励非遗进景区、文物活化利用等文化
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集中展示河湟绣、墨、典、匠、曲、灯、
影、武“八韵”文化传承发展成果。

●文旅品牌推广行动。加快西宁“中国夏都”生态文
旅核心品牌推广，高质量举办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
市论坛。做大做强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西宁美食
节、FIRST青年电影展、西宁河湟文化旅游艺术节，发展特
色节庆经济，加强城市形象宣传。

●文旅人才引领行动。围绕资源开发、机制建设、发
展策划、指标研究、经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引进或培育
一批高层次文旅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探索建立与企
业、高校联合培养的开放式培训体系。加强专家咨询委员
会、生态旅游职业经理人、志愿者等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专
业指导、破解发展难题。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
●生态旅游培育行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控，推动城市建设由有公园的城市向公园中的城市转变。
到 2025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8%，湿地保护率达到
8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省级下达指标。建设西宁植物
园，创建自然保护地学术交流和环境教育示范窗口，打造
国家公园论坛服务及生态环境监测4个基地。

●特色产业发展行动。坚持差异化发展，推动城东区
展示多元文化、汇聚特色美食；城中区重塑历史文化、体验卫
城记忆；城西区打造现代都市、提升夜间经济消费；城北区培
育滨水特色、加快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湟中区创建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大通县打造休闲度假体验区；湟源县打造
唐蕃古道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区，形成互补业态和区域特色。

●项目生成增量行动。系统谋划旅游设施配套、文旅
产业培育、高原康养建设等方面重点项目，储备总投资量
不低于150亿元生态旅游中心城市项目库。动态管理项
目库，形成项目梯次推进循环机制。

●招商引资提质行动。瞄准华侨城集团、复星集团等
国内500强、行业百强等开展招商，盘活现有文旅资源，促
进全市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积极推动文化旅游、特色
工业、楼宇经济、乡村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

●工业旅游开发行动。围绕“工业+旅游”持续提升
圣源地毯、喜马拉雅、金诃藏药等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品
质。依托工业旅游资源，加快打造集“产、研、展、销”为一
体的高原特色旅游体验基地。持续推进西宁博物馆群创
建5A级景区，到2025年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达到8家。

●农旅融合发展行动。将美丽村庄建设与乡村旅游
相结合，推动形成农旅融合促振兴的产业格局，稳步推动

“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化。到2025年，美丽城镇建
设和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覆盖率100%。

●“旅游+”融合聚力行动。依托森林公园、中藏医药
等自然和人文资源，推出旅游+康养线路，拓展融合业态
消费。以河湟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题，串联城市美食街
区、历史街区以及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打造10条精品特
色旅游线路。

建设复合聚集、共建共享的

产业中心产业中心

建设多元共生、传承发展的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本报记者 张艳艳

古城、都市、雪山、草原、湖
泊、河流……西宁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五彩缤纷，绚烂多姿，
这里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历史
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现代
化的城市建设和完善的交通网
络，也为西宁市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天时、地利、人和，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既
是西宁进入新时代的“必答题”，
也是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心头的
殷切期盼。

西宁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全面贯
彻省委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构
建以产业“四地”为主体的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融入
全省“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
发展格局，坚决扛牢首位责任，
积极发挥省会优势，以20项具
体行动聚焦打造“四个中心”为
核心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加快建设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中心城市，切实把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努力
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
作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