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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玩转玩转““工业工业++文旅文旅””激活转型新动能激活转型新动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的老工业基地，大武口区
拥有独特的工业气质，这里有
历史、有文化、有故事。

用活工业文化资源、做强
文旅产业经济、激发文旅融合
潜能……如今，一幅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工业文旅新图景
正在贺兰山下徐徐展开。

探寻新路
工业资源活起来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布局
建设的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和“三线建设”的重要布局点，
身处贺兰山怀抱中的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曾在产业发展的困境
中踟蹰不前。

大武口区因煤而立、因工
而兴，这里有宁夏工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艰苦历程的缩
影。大武口区石炭井是贺兰山
里一个以煤炭采掘业为主的工
矿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因
出产“太西煤”而享誉国内外，
主导了宁夏经济的半壁江山。
2000年以后，随着煤炭资源的
枯竭和贺兰山生态保护工作的
开展，煤炭生产停止，数十万人
搬离矿区，石炭井陷入沉寂。

面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难题，大武口区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
高质量发展，不断探索创新发
展路径。

2016年，石炭井完成历史
使命光荣“退役”，但完整保留
下来的工矿行政区、各种厂房、
居民区、医院、学校以及街道逐
渐被影视剧组发现并开发，成
为怀旧、科幻、生态等影视剧的
理想取景地。《万里归途》《我的
父亲焦裕禄》《山海情》等40余
部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
拍摄。

为深挖工矿文化、军旅文
化、移民文化、“三线”文化内
涵，大武口区盘活利用各类工
业遗址资源，创新发展影视拍
摄和文旅产业，全力推进石炭
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建设。

如今，随着展示馆、美术
馆、影视馆等新元素、新场馆的
加入，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
镇持续打造中国现实主义题材
影视拍摄基地和“炭梁坡”影视
拍摄点。同时，石炭井工业文
旅影视小镇还吸引了各地企事
业单位人员、游客、学生前来开
展主题党日、交流研学、观光游
览，实现年接待游客18万人次
以上。

大武口的工业遗址资源丰

富，现有工业遗产21处，涵盖
了工业遗址、生产流水线、工业
厂区等；拥有 4A级景区 3个
（北武当生态旅游区、贺东庄
园、奇石山），3A级景区 4个
（星海湖、工业遗址公园、五七
干校、龙泉村）。近年来，大武
口区委、区政府以“两点一线”
为核心，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为引领，大力推进工业
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高
质量发展，开发了大武口工业
遗址公园、石炭井工业文旅影
视小镇、硒有田园工矿文化科
普体验园、“绿皮火车”慢行体
验等旅游新地标，工业文化旅
游已成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新
的增长极。

文旅融合
产业经济旺起来

近年来，大武口区大力促
进工业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积
极盘活工业文化资源，推动大
武口区文旅产业经济旺起来。

走进位于大武口洗煤厂工
业遗址公园内的大武口青年文
创空间,只见精美的折扇、小巧
的茶具、绘有大武口美景的杯
垫、充满艺术感的丝巾，一件件
文创产品好像一扇扇窗口，生
动展现着大武口区浓厚的文化
底蕴。

作为大武口区生态工业文
化旅游“两点一线”核心区域
之一的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其前身是“三线建设”代表性项
目神华宁煤大武口洗煤厂。该
厂始建于 1960 年，1970年投
产，2016年全面停产。厂址占
地28万平方米，位于大武口交
通枢纽的辐射区、游客市民的
集散区，周边商场、酒店林立，

交通路网成熟，厂区空间广阔，
具备发展“观赏、研学、展示、休
闲、康养”等工业旅游的独特
条件。

近年来，大武口区投入近1
亿元将洗煤厂规划建设为文化
创意区、主题商业区、科普研学
区、休闲娱乐区、主题纪念馆
等多个功能区，在保留厂区原
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打造集
观赏、休闲、研学、展示、娱乐
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
体。其中，大武口区将地方文
化与创意设计融为一体，深度
开发文创产品，已生产出第一
批具有大武口风情的“大武口
礼物”，包括折扇、茶具、杯垫、
丝巾、抱枕、包具、装饰画、文
具、挂饰等，为文旅融合发展添
一把“火”。现在，人们在参观
完宁夏工业纪念馆等地后，都
会来文创空间挑选心仪的文创
产品。

2021年，大武口洗煤厂工
业遗址公园成功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成为宁夏工业旅
游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旅游
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
升。2022年，公园累计接待游
客 31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43.28万元。

大武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
园的建设和发展，使老旧工业
厂房变为特色文创基地、废旧
设施变为创意景观小品、运煤
专线变为穿越时空的旅游专
线，提升了大武口区旅游形象，
为全域旅游引领资源枯竭型城
市转型作出了示范引领；创新
打造了工业文化遗存保护和开
发利用的“大武口模式”，有助
于拉动大武口区经济增长、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为老工业城
市蝶变转型及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实践样本。

面向未来
工业旅游优起来

“工业是载体、文化是灵
魂、旅游是方式、发展是目标，
这是工业旅游的实质。”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
究员朱鹤认为，工业旅游是工
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产物。工业强国之间
的竞争表面上体现在技术、产
品、管理等方面,实际上最核心
的还是文化的较量。发展工业
旅游则是实现我国由工业强国
到文化强国转变的有效途径和
有力抓手。

去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53个国家工业旅游示
范基地公示名单，大武口生
态工业旅游休闲集聚区成功
入选。

宁夏大学前沿交叉学院执
行院长王磊表示：“大武口区历
史文化内涵深厚，具备独特的
资源优势，可以推动文旅融合
赋能老工业基地现代化发展；
大武口区文旅融合产业基础坚
实，具备辐射带动优势，能够争
当文旅融合赋能资源枯竭城市
转型升级的模范；大武口区新
兴业态成功“出圈”，创新供给
优势显著，可以实现文旅融合
赋能闲置空间要素优化配置。”

那么，产业融合趋势下，
工业旅游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
发展？工业旅游未来又该何去
何从？

王磊认为，首先要发挥工
业旅游资源的特色优势。重点
以老厂房、老厂区和工业遗址
为载体，强化保护利用，打造集
游憩、观赏、娱乐、餐饮、住宿、

科普教育、创意设计于一体的
开放空间；重点围绕具有历史
文化价值的工业产品和现代先
进工艺装备，打造体现时代记
忆、展示文明成果、蕴含现代元
素的活态博物馆；重点依托工
厂设备、生产过程、工厂景观和
工厂文化等资源，打造集观光
游览、参与体验、休闲购物为一
体的旅游产品；重点以科普与
科学教育为主线，发展面向社
会公众、大中小学生开放的研
学科普基地。

同时，要打造多样化消费
体验场景。优化“前店后厂”模
式，增强工业旅游体验中心建
设，开发工业旅游消费品、纪念
品、衍生品等，实现“人能来、货
能卖”，增加工业旅游的收入；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利用互联
网、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
术，增加“时尚素材”，创新推出

“云参观”“云看展”“云购物”等
工业旅游产品，基于在线数据
挖掘、开发工业旅游专线产品
和“工业旅游+”复合型旅游产
品，着力构建复合工业旅游运
营生态；加强工业旅游资源的
统筹规划和有效串联，有效提
高工业旅游景点与周边自然景
点或传统景区之间的互联互
通，尽可能串联体现工业特质
的景点及其环境和设施，增加
多样化旅游体验，使游客在景
区停留的时间延长，以此来促
进单个或多个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发展。

此外，要聚焦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将工业遗产活化纳入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促进景城
融合和产城融合，鼓励工业企
业与工业、旅游服务机构等联
合，定期举办平台搭建、旅游商
品大赛等活动。

安徽庐江：
校车“体检”迎开学

8月25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

新区实验中学，交警正在对即将投入新

学期运营的校车进行全面安全检验。

随着新学期开学临近，庐江交警深

入全县各公、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向各

校车使用单位的安全负责人了解校车

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对186辆在册校

车的轮胎、安全锤、灭火器、药箱等进行

全面检查，并逐一审查校车及其驾驶人

的相关资质，特别是严查校车驾驶员驾

驶资格、车辆年度检验、保险等情况，全

力确保校车平安出行。

中新社发 左学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