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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文旅合作推动五城同频发展文旅合作推动五城同频发展
——访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执行院长王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贺兰山下，塞外川上。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

依托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良
好的生态环境，打造出了“星星
故乡”“黄河宿集”“酒旅融合”

“康养旅游”等特色文旅IP，不
断在旅游界“出圈吸粉”。

“宁夏文旅、一城独大”，除
了“网红”中卫市，其它4个市
级城市的文旅吸引力略显不
足。如何加快推动从“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转变？如何推
进宁夏城市文旅的区域协调发
展，提升城市形象价值，打造城
市文旅新名片？带着这些问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了宁夏大
学前沿交叉学院执行院长王磊。

中国城市报：现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城市文旅发展面临

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王磊：一是缺乏鲜明的城
市形象。城市形象不鲜明、缺
乏个性、引领性不足等问题削
弱了宁夏城市旅游的吸引力。
宁夏除中卫市凭借“大漠星空、
人间烟火、黄河宿集”等元素，在
全国成功“出圈”以外，其他4个
城市的旅游形象依然比较模糊。

二是宁夏5个地级市交通
可达性不高。目前，城际铁路
只联通了银川、吴忠、中卫3座
城市，具有丰富生态、红色旅游
资源的固原市长期缺乏与其他
城市的有效衔接，需加快城际
铁路建设速度，打破“孤岛”，形
成宁夏全域联动的格局。

三是城市旅游产品供给质
量不高。城市旅游大众观光性

产品依然是主流，参与性、沉浸
式，互动体验产品匮乏。

四是跨区域城市协同发展
不够。宁夏是我国最小的内陆
省份，受空间及区位的局限，必
须跳出宁夏看宁夏，通过与周
边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整合
资源形成跨区域发展。

中国城市报：如何通过小

切口、深挖掘、强服务，打造特

色城市文化IP，助推城市文旅

高质量发展？

王磊：在强化开放交流，推
广文旅城市形象方面，需要推
动概念植入、文化共鸣，以文脉

“活化”地域资源，深入挖掘地
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旅产
业。打造特色城市文化IP，要
在推动“非遗+旅游”“文创+旅
游”“博物馆+旅游”“演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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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融入旅
游产业链各环节，实现旅游业
态价值升级。

6月10日打造的首个沉浸
式演艺项目“看见贺兰”就是“演
艺+旅游”的好例子。项目从贺
兰山文化出发，以沉浸演艺唤醒
贺兰山文化，以烟火街区讲述宁
夏故事，通过文旅创新让世界看
见宁夏在地文化。

葡萄酒庄作为葡萄酒文化
旅游重要的宣传场景、资源载
体，串联起沿线各个旅游景点，
形成“葡萄酒+文化+旅游”观
光带。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作为我国最大的葡萄集中连片
种植区、最大的酒庄集聚区，为
葡萄酒文旅融合地开展提供了

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与资
源载体，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

“紫色名片”。

中国城市报：如何协调好

文旅特色打造和区域文旅合作

关系？今年4月刚成立的“大

西北康养旅游联盟”对助推区

域城市文旅合作有哪些重要意

义？目前，“大西北康养旅游联

盟”取得哪些最新成果？

王磊：文旅特色打造就是
要做好文旅产品的差异化。差
异化是由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环
境、文化传承和发展水平决定
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文
旅资源互补也是区域文旅合作
的基础，跨区域文旅合作已成
为推动区域间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
相邻省市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到
长城、大运河沿线城市组团发展
文旅产业，再到淄博接待力不足
推荐旅客到其它周边城市游玩，
突出体现了城市或区域间通过
优势互补，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文
旅供给的功能，跨区开展旅游合
作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成立“大西北康养旅游联
盟”有利于区域间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构建长期稳定、互利互
惠、合作共赢的关系，努力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探
索区域城市文旅合作发展的新
路径、新模式。

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作
为大西北康养旅游联盟秘书
处，下一步将着手制定和完善
大西北康养旅游联盟的协调工
作机制、推动康养旅游生活空

间的营造以及科技主导的康养
旅游场景构建，鼓励各地区开
设分论坛、建设康养基地，推动
地区合作共享信息，整合各方
资源，打造一批走在前沿的、具
有代表性的、受大众欢迎的康
养旅游产品，全面推进西北地
区康养产业跨越式发展。

中国城市报：从以景区带

动城市发展，到以城市为核心

推动旅游发展，如何确保旅游

生产要素配置和业态布局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打造良好城市

旅游格局？

王磊：打造良好的城市旅
游格局，必须实现旅游资源的有
效整合和旅游产品突破创新。

实现各城市多极化的特色
发展。银川市要发挥其区位资
源优势，以贺兰山东麓文化和
旅游资源为基础，整合提升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庄、葡萄酒小
镇、旅游景区等特色资源，开发
建设文化休闲体验、生态运动
康养等文化和旅游融合新业
态，建设贺兰山东麓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打造文化产业为核
心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中卫市要发挥其沙漠、黄
河、星空等资源优势，促进中部
文化产业快速崛起，成为宁夏
黄河文化彰显示范窗口，打造

“夜宿大漠·仰望星空”的国际
一流沙漠旅游目的地；

固原市可以深入挖掘固原
市“红色高地、绿水青山、旱作
梯田、避暑天堂”以及“深呼吸
小镇”等文化旅游品牌资源，把
固原打造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
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和红色文

化旅游目的地；
石嘴山市可以重点推进工

业遗产文化、影视创作等产业
发展，建设大武口生态工业文
化旅游集聚区，塑造品牌鲜明
多元发展的影视文化产业链，
打造具有活力的宁夏生态工业
文化旅游目的地；

吴忠市重点推进餐饮文
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产业
发展，以现有景区为核心，将特
色美食与现有景区相结合，借助
景区助力吴忠美食业、农家乐发
展，使“游在宁夏·食在吴忠”深
入人心，同时做好黄河景观、黄
河生态、黄河文化融合重组、挖
掘转化、放大增值的文章。

同时，加强各城市间的协
调合作。依托贯穿银川、石嘴
山、吴忠、中卫地区“北部大环
线”和环绕固原地区“南部小环
线”，打造宁夏全域城市旅游联
动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优化旅
游生产要素配置，推进旅游业
带动区域资源的有机整合。

■张彦杰

近年来，一条条快速路、一
座座高架桥的建成通车，让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市民出
行更加畅通便捷。

说起呼和浩特的交通出行
变化，大学毕业留在呼和浩特
工作已有20多年的刘先生深
有感触：“过去海亮十字路口常
常一堵就是半个小时，我从回
民区到金桥上班坐公交车就要
两个多小时，常常因为堵车而
迟到，那时很郁闷很无奈。经
过这几年的道路建设，现在出
行提速了，解了后顾之忧。”

为实现城区综合路网体系
更加完善，今年，呼和浩特市将完
成三环路、金海路东西延伸段、巴
彦路南北段、东客站北广场等高
架桥收尾工程。“一横两纵四环”
的高架路网体系全面建成。

一条条断头路被陆续打

通，让市民出行不再绕弯路。
今年，呼和浩特市将打通城区
呼伦南路、巴彦南路最后两条
主干道“断头路”和城区36条
微循环“断头路”。另外，正在
推进中的腾飞路上跨南二环、
万通路下穿南二环和金海路新
增匝道等等一系列快速路网完
善项目将使呼和浩特城区道路
通达性全面提升。今年将完成
53条新续建道路工程，毫沁营
和伊利健康谷等区块路网配套

“短板”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每天早晚，在小黑河南北

沿岸，附近的居民有的三五成
群结伴散步遛弯，有的组成健
身队跳起欢快的广场舞，有的
唱歌、有的打拳。道路两侧，绿
树成荫，仲夏之际，繁花盛开，
沁人心脾。小黑河波光粼粼，
河里芦草茂盛，荷花绽放，野鸭
嬉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
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尽情享

受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呼和浩特结合海

绵城市建设，完成了大黑河郊野
公园立法工作，实施了大黑河东
段、军事公园、八拜湖等生态环
境治理工程，150平方公里大黑
河郊野公园生态绿地基本成型。

“家里通了暖气后，不仅干
净了，也安全了，我再也不用烧
炉子掏灰劈柴了。”回民区什拉
门更村村民王先生高兴地说，

“煤改气”改变了村民多年的取
暖方式，村民和市民一样用上了
清洁能源，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为推进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全面提升，结合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项目，今年，呼和浩特市
将完成禁燃区外5.46万户散煤
治理；完成城区9处、20台燃煤
锅炉热源替代，实现呼伦路以西
城区燃煤锅炉热源全部替代。

近年来，呼和浩特全面开
展空气质量污染整治攻坚战，在

供热方面解决了高污染禁燃区
内214个城中村、城边村12.6
万户居民的燃煤散烧问题。

2022年，财政部、住建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公示了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25个试点
城市名单，呼和浩特位列其中。
该项目实施期为3年（2022—
2024年），据悉，呼和浩特将用3
年时间实现清洁取暖率100%。

今年，金山电厂二期4000
万平方米和大唐托电2000万
平方米清洁热源全部投产使
用，完成34公里城区供热管网
互联互通，城区“多源一网”供
热格局基本形成。

“呼和浩特的天空湛蓝湛
蓝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
喜欢这座城市。”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外乡人选择留在呼和浩
特生活，他们安心在这里兴业、
在这里养老。

在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建设方面，呼和浩特在完成
10072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投入
使用的基础上，再筹集3000套
以上，保障新市民、青年人住房
需求。

“过去我们小区老旧破烂，
无人管理；去年老旧小区改造
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并且有
了物业管理，小区秩序井然，干
净整洁。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
了，心里美滋滋的。”玉泉区吉
泰小区业主兰女士高兴地说。

为解决好群众“身边事”，
今年呼和浩特将通过实施309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小
区物业管理立法、推动无物业
小区动态“清零”，提升群众居
住环境和物业服务水平。还将
完成城区28条主次干道“五乱
整治”专项行动和140条背街
小巷改造，改善城市形象和群
众出行条件。（作者系呼和浩特
日报社社长）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重点项目与民生工程重点项目与民生工程““双提速双提速””

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

执行院长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