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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谁能想到，咱们这戈壁滩上的小村
会变得这么有名气！”走进宁夏银川市西夏
区镇北堡镇昊苑村，村党支部书记曹东旭
正引导游客参观葡萄园。村里土地肥力
弱，种不了庄稼，近些年依靠种葡萄酿
酒，建起了大大小小十多家酒庄，吸引了
大批观光游客。目前村里年接待游客近30
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

乡间小院成为民宿打卡地，一批批游
客走进农家乐大快朵颐，在宁夏乡村，观
山水、做剪纸、赏刺绣、听秦腔，成为旅
游时尚。超过 1000 家乡村旅游点、28 条
乡村旅游线路、25 条休闲农业线路、46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100个宁夏
旅游特色村……助力乡村振兴，宁夏已有
超过10万农村群众吃上“旅游饭”。

“宁夏乡村旅游发展虽然起步较晚，
但富民效果突出，已成为休闲旅游和假日
消费的新亮点，乡村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
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宁夏文化和旅
游厅资源开发处负责人王光华介绍。

“旅游山庄办起来，旺季一天的收入
就抵得上种半年庄稼！”宁夏中卫市中宁县
余丁乡菊花种植基地每年吸引大批游客休
闲观光，该乡各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普遍
超过了 50 万元，时庄村村民王建华趁势
办起旅游山庄，每年的旅游收入超过 20
万元。

近年来，宁夏文旅厅鼓励农村以民
宿、山庄等形式，向具有度假功能的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近3年来，共安排专项资
金 1.2 亿元用于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
升和旅游扶贫富民项目，为 72 个旅游扶
贫重点村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六小工程”：
每个村建一个停车场、一个水冲式旅游厕
所、一个垃圾集中收集站、一个医疗急救
站、一个农副土特产品商店和一批旅游标
识标牌。

每年开春，中卫市沙坡头区南北长滩

处处春意盎然，百年梨花竞相绽放，万顷
梨园梨花胜雪。南长滩村是黄河流经宁夏
的第一个村庄，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
郁的人文风情，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一年一度的中卫黄河梨花节，已成为这里
春季旅游的一项品牌活动。“每年清明前后
游客多，村里的土特产像核桃、大枣之类
的都被游客买空了。”村民李秀青将空闲的
农舍布置成客房，每年仅客房纯收入便接
近2万元。近年来，宁夏文旅部门通过组
织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节庆活动、推出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项目，进一步激发
乡村旅游发展活力。

村庄变景区、农民变导游、民房变客
房、特产变礼包……宁夏打造的永宁县原
隆村、贺兰县四十里店村、西吉县龙王坝
村等早已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度假村。

“这些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完善，
就业致富带动效益明显，文化旅游资源开
发和产品建设水平高，具有典型示范和带
动引领作用，已成为广大市民周末休闲度
假的首选目的地。”王光华说。

巩固生态 守住绿水青山

“旅游业提高了大家收入，乡亲们不
但给房前屋后种上果树，村里荒山也栽
满了树苗，引来了更多游客。”宁夏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位于贺兰山麓，村
里采煤业曾经红火一时，在贺兰山生态
治理中，村里煤炭开采关停，转型发展
乡村旅游，将矿坑改造成运动公园，村
里种植果树、草莓发展休闲农业，村党
支部书记董继龙带领乡亲们过上了红火
的日子。

“村集体年创收超过 70 万元，人均
年收入超过 2 万元。”董继龙说，看到贺
兰山重新披上绿装，往后的日子一定越
来越好。

宁夏大地曾深受环境问题困扰：水
土流失严重，贺兰山千疮百孔……在生
态保卫战中，宁夏治污染、抓修复，终
于换回了绿水青山。“文旅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守住了绿水青山。”宁夏文旅厅厅
长刘军介绍，近年来，宁夏围绕防沙治

沙，开发生态修复旅游产品，打造迎水
桥沙漠小镇等文旅品牌，同时，开发生
态移民、旱作节水设施等特色生态旅游
产品，擦亮文旅“特色名片”的同时，巩
固了宁夏的生态文明。

曾经的“煤城”石嘴山市发展工业
旅游，将旧煤厂改为工业遗址公园，增
加了绿化、减少了污染；“湖城”银川打造
国家湿地公园，涵养水土的同时，成为
了西北内陆的“鸟类天堂”……“文旅产业
的万元增加值能耗只有 0.2 吨标准煤，仅
为工业能耗的 1/10。”刘军表示，宁夏是
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利用文旅产
业这一“金扁担”，将有力撬动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转化互促。

文旅产业和生态文明互促互补，绿
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又反哺
绿水青山：近年，宁夏水土流失面积和
强度实现双下降，水土保持治理能力明
显增强。2021 年末，宁夏水土流失面积
较 2020 年减少 152.58 平方公里，全区全
年营造水土保持林 345.81 平方公里、经
济林 62.47 平方公里，种草 23.64 平方公
里，完成水土保持投资15.95亿元。

走进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龙王坝村，
山腰间，别具特色的窑洞客房由青砖砌
成，一字排开，别具格调。“小时候和伙
伴们上山割草，一上午就能割光一片山
头。”龙王坝村党支部副书记焦建鹏看着
一辆辆入村观光住宿的大巴，无限感慨：

“以前砍树割草，山都秃了没人心疼。现
在旅游业富了群众的口袋，大家都知道
了主动护林。”

在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政策下，
龙王坝村的山林重新绿了起来。如今，
这个村超过 300人从事旅游业，每年接待
游客超过 60 万人次。当地群众尝到生态
变好带来的甜头，植树护林更有动力了。

融合赋能 放大产业价值

贺兰山绵延雄伟，半山腰中，志辉源
石酒庄采用中式古朴建筑风格，具有江南园
林的轻灵秀气。“我们一年就能接待30多万
游客，这些游客都是我们葡萄酒的买家和

‘宣传员’。”酒庄负责人袁园告诉记者，宁夏
的“酒庄游”名声在外，各地游客的购买成为
酒庄葡萄酒销售的主要渠道。

贺兰山麓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
壤透气性好，是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地
带”。近年来，在多项国际葡萄酒大赛中，
有 60 多家贺兰山酒庄酿造的葡萄酒获得
1100 多个大奖，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近年，文旅业态为宁夏葡萄酒赋予了
更多的产业空间：目前宁夏共有 12 家酒
庄获评国家 A 级景区，其中 4A 级景区酒
庄4家，30余家酒庄具备参观、品鉴、住
宿、餐饮等旅游活动基础条件。依托贺兰
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葡萄酒庄集群和沿
线历史文化资源，宁夏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开发了葡萄酒观光体验工厂、葡萄酒
庄精品民宿酒店、葡萄酒庄婚庆基地、葡
萄酒文创体验基地，并推出 10 条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庄休闲旅游精品线路，酒庄旅
游接待游客数量每年超过100万人次。

在宁夏，文旅已融入产业发展各层
面，成为带动“产业兴”的生力军。葡
萄、枸杞、滩羊……文旅产业为当地特
产提供了推介渠道和展示平台，形成“出
圈吸粉”的“文旅 IP”，成为放大产业价值
的强力引擎。

黄河边的沙漠一望无垠，滚滚黄沙如
金似绸。搭乘快艇逆流而上，顺着水流的
方向，依稀可见远处荒山顶的烽火台。这
里便是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镇大湾村的旅
游景点“黄河·宿集”所在地。特色农舍在
此成为火爆的打卡民宿，当地人司空见惯
的“羊皮筏子”成为游客乐此不疲的旅游项
目。近年来，宁夏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和景
观资源，不断探索“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模式。

“宁夏文旅关联产业超过 110 个，延
伸联通一二三产业链、市场链和消费链。”
刘军介绍，文旅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
相关产业增收 4.5 元；文旅投资每增加 1
元，可带动相关行业投资5元，让文旅为
产业赋能，一业强可带百业兴。

“游客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甚至有的
人还一边直播，我们的枸杞就这么卖出去
了。”位于中卫市中宁县的玺赞生态枸杞庄
园，每到枸杞采摘季，游客总是络绎不
绝，工作人员刘隆告诉记者，该庄园目前
的枸杞销售，有一半是依靠文旅“走量”。

近年来，宁夏着力在品牌培育打造、
营销宣传推介、旅游产品供给等方面推进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从景区旅游
向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转型，释放全域旅游新动能。

最近，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双胜镇红岩村刘胜国每
天往地里跑，刨窝、下种……忙得不亦乐乎。一年前，
他耕种的这片田地还是满眼荒草。

今年开春不久，恩阳区纪委监委印发了“三农”监督
方案，专门将闲置撂荒地治理及利用纳入监督内容，落
实全方位保障措施，守牢耕地红线。红岩村两委随即组
织村民召开了一场撂荒地整治动员会。

一周后，10 多辆挖掘机开进了红岩村，清理残次
林、平整小块地、开挖引水渠、硬化机耕道……一连串
操作让整片闲置撂荒的土地变为良田沃土。

“土地是好土地，但咱们不会操作机械，种不出好
收成。”刘胜国叹息道。刘胜国叹的无奈，双胜镇纪委
书记张朝军看在了眼里，他带着村两委干部反复研究，

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子：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管，村民按
土地入股分红，由企业联合复耕复种。“重活儿干不了，
干轻巧活儿没问题。”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还能挣工钱，
刘胜国笑得合不拢嘴。

人不误地，地不负人。“机械化作业+人工管护”“夏
季套种+冬季特种”，红岩村曾经的荒草地成为了“聚宝
盆”，今年全村夏粮、秋粮丰收共计达32.5万公斤，冬土
豆预计收获 56 万公斤，集体经济单项收入达 15 万元，
平均每户村民每月土地分红和务工收入达1200元。

整治撂荒地盘活农村耕地资源，是农业兴、农村
美、农民富的重要支撑。恩阳区通过监督闲置撂荒
地治理及利用，将资源变资本，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力。

冬季的宁夏，文旅行业照样红
火，文旅产业的富民效益随处可见。

以文旅融合富民惠民，宁夏不断
提高文旅产业发展质量效益，赋能乡
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与此同时，
宁夏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
乡村延伸覆盖，提升农村地区硬件标
准。近年来，宁夏大力扶持改建、新
建农家乐，实施“三改一整”（改厨、改
厕、改房、修整院落），提升了乡村旅
游综合消费水平，进一步带动了文旅
产业的富民效益。

宁夏以文旅产业赋能高质量发展

“塞上江南”释放全域旅游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李增辉 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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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从 28 岁 开 始 扎 根 社
区，一干就是 20 年。成为党
的二十大代表后，我的干劲
更足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
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长城花园社区由 17
个居民小区组合而成，人员
多且杂，随着城市和社区发
展，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
断出现。这些年，我和社区
干部一起开展社区“开放式”
党建，组建联合大党委，让
党建工作覆盖楼宇、街区，
拉动非公企业成立党组织。
我们还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一次次活动凝聚了
民心，也吸引了更多党员参与社区工作。如
今，我们构建起了“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党员
抢单”的服务模式。

服务群众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我刚成为
社区工作者时，长城花园社区办公用房只有 40
平方米，仅有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后来，
在政府支持下，社区有了两层办公用房。有了
阵地后，我们在一层设立了卫生服务站、社区
服务代办点，在二楼设立了供居民活动的书画
室、舞蹈室等。这几年，社区干部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出主意、想办法，在社区增设了养生
堂、书画苑、爱心洗衣房、爱心公社等。

有一次入户慰问，看见不方便做饭的独居
老人只吃咸菜、白米饭，我当场就落泪了。经
过我多番奔走，我们社区终于在 2013年开设了
食堂。我又四处协调，联系食材原料进货渠
道，保证了社区食堂物美价廉。社区老人们
说，食堂饭菜味道好、价格低，能吃饱吃好。
刚开始食堂设在二楼，腿脚不好的老人上下楼
不方便，我们就把食堂搬到了一楼。目前，在
社区食堂办卡的老人有200多名，每天就餐的老
人有 30多人。我琢磨着，想把食堂扩大，方便
学生、上班族等更多居民就餐。

基层工作越干越有劲头。通过积极协调，
我们社区还创办了社区幼儿园、日间照料室等
便民服务站。我们还经常组织开展“邻里纠纷劝
一劝”“贫困家庭帮一帮”“老弱病残扶一扶”等邻
里互助服务，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真正做到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
需、解群众之所难。

20 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社区工作
辛苦但有成就感。如今的长城花园社区绿树成
荫，健身、休闲、娱乐等设施样样齐全，智能
快递柜、智能门禁等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

生活条件好了，邻里矛盾少了，老百姓有
了更多精神追求。“红色物业”“小红帽”“最美家
庭协会”“心理调解室”“四点半学习辅导室”……
我和社区干部们成立各种志愿服务队，给有需
要的群众做好爱心服务。

社区就好比一个个细胞，只有社区和谐稳
定了，每个小家庭的生活幸福美满了，国家这
个大家庭才能蓬勃发展。基层工作内容千头万
绪，但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为民服务这条主线。
老百姓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思想上有什么疙
瘩，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我样样都要放在心
上。今后，我将继续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
作，做好基层的“服务员”。

（作者为党的二十大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
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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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宁夏，依然风光旖旎：青山妩
媚，大漠如雪，古渡苍茫……无数的壮阔
与秀丽，在“塞上江南”相织相融。

宁夏回族自治区拥有大山大河、沙漠
森林、峡谷草原等多种地貌，被誉为“国

家景观的微缩盆景”，让人流连忘返。根据
宁夏文旅“十四五”规划，自治区将在2025
年建成全域旅游示范省 （区），全力打造
大西北旅游目的地、中转站和国际旅游目
的地。

发挥文旅产业的富民效益
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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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
威，履行法定职责……”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全
体干警面对国旗，举起右手，宣读了庄严的宪法誓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
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
面发展……”冬日暖阳普照，校园清幽洁净，朗朗的

“宪法晨读”声在定西市临洮县明德初中教室中回荡。
今年12月4日—10日是我国第五个宪法宣传周。定

西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200
余场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000余人，推动宪法法律宣
传走深走实、走近群众。

“多亏有你们的帮助，让医药费及时到位……”这是
定西市司法局依据宪法和民法典拍摄的宣传短视频《人

间温暖》中的片段。“相比过去发传单、赶集市，新媒体
平台的传播受众更广，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法律知
识。”定西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工作人员说。

普法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近年来，定西市积极探
索“互联网+”普法模式，线上普法平台累计发布普法信
息和视频 9000余条，阅读量 3.8亿余人次。组织创作编
排以宪法为主题的系列原创普法微视频、微电影等作品
300余件。

定西市司法局还通过“定西法治直播间”，开设“法治
前线——我执法我普法”“律师说法”等栏目，邀请普法
执法单位业务骨干、律师等走进网络直播间，以互动形
式解答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让群众体会到“法在身
边”，推动法治理念春风化雨、沁人心田。

甘肃省定西市：

借助“互联网+”普法走深走实
张 祥

图为航拍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沙湖旅游景区的风光。 资料图片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
考察时强调，“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依托优越的景
观资源，宁夏文旅产业正助力自治区在
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和重点产业领域走
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