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深情相拥

的怀抱中袁和政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袁正演绎着一场跨越

时空的壮丽诗篇要要要国家文化公园的

建设遥这片 24 万余名各族人民共同绘就

多彩画卷的土地袁不仅是野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冶袁 更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要要要河州花儿的摇篮遥 这里袁松鸣岩

的奇峰异石尧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的珍稀

藏品尧法台山的神秘传说尧万兽谷的原

始风貌袁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宝

库遥 6 月 5 日袁记者有幸深入这片充满神

秘色彩的土地袁探访那些正在塑造历史

新篇章的项目遥

国家 5A级景区袁和政的新征程

近年来，和政县坚持把和政古生物

化石文化旅游区创建成国家 5A 级景区

作为实施文旅富县战略的重头戏，全力

推进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工作，促进全

县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在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的道路上，

和政县坚持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各项

工作。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基础设施、

强化学习培训到强化宣传推介，每一步

都走得坚实而有力。游客服务中心、智

慧停车场的建设，古动物化石馆的改造

升级，学生劳动实践综合基地的打造

……每一项工程都在为和政的文化公

园建设添砖加瓦。

在加大景区保护和建设力度、完善

景区功能设施的同时，和政县深挖优势、

盘活资源、多点布局，着重把古动物化石

博物馆、万兽谷景区组成和政古生物化石

文化旅游区，依托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资

源，形成集科普教育、生态旅游、娱乐休闲

于一体的高品质旅游景区，旨在打造世界

罕见、中国首创、具有“地质走廊、生命走

廊、旅游走廊、产业走廊”于一体的古生物

化石文化旅游区。

“近年来，我县以高质量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为目标，以‘一城、一镇、一山、

一廊、一道’建设为牵引，深挖优势、盘活

资源、多点布局。规划实施了滨河东区文

化旅游开发综合体、松鸣岩中国式现代

化学生劳动实践综合基地、星语云端高

端民宿等一批文旅项目。这些项目的实

施，不仅完善了旅游区的基础设施，还提

升了旅游服务水平。目前，滨河东区游客

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等已完成主体建

设，预计很快将投入使用。古动物化石

一、二号馆提升改造项目也正抓紧施工，

预计不久将建成开馆。”和政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马国平介绍道。

和政县通过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促

进全县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工作思路成

效初显，2023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389.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6.57%，旅游

综 合 收 入 21.8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79.38%、增速排名全州第二，文旅产业

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明显。

古动物化石袁和政的独特名片

和政县的古动物化石资源，数量之

丰富、种类之繁多、保存之完好，世所罕

见、非常震撼，占据了“八项世界之最”，

被誉为“东方瑰宝、高原史书”“古动物化

石的伊甸园”。这些珍贵的化石不仅是科

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更是和政县打造国

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资本。在和政古生物

化石文化旅游区，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些

珍贵的化石，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遥远

的古代。

在和政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一

个充满科技与文化的神奇公园即将诞

生———和政古动物化石研究和展示中心。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博物

馆，更是一个集展览、研究、科普、教育、

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大舞台！总投资高达

1 亿多元，占地面积近 25 亩，建筑面积

超过 1.1 万平方米。”和政县城乡建投公

司的杨治经理激动地表示。

走进项目现场，记者仿佛穿越到了

古生物的世界。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

一块块砖石、一根根钢筋，都在为这座神

奇的建筑添砖加瓦。不久后，这里将展示

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动物化石，让观

众近距离感受它们的魅力。

在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内，还有一

个令人期待的省级项目———青藏高原的

隆起及临夏盆地化石分布折幕全息沙盘

建设项目。通过高科技手段，游客将能够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临夏盆地的沧桑巨变

和古动物化石的神奇魅力。不禁让人遐

想，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看着投影出的影

像在眼前舞动，仿佛穿越回了遥远的古

代，与那些古生物亲密接触。

“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对和政县

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和传承，更是对公

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杨治介绍道，

“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项目的

顺利实施，让更多人了解和政、了解古动

物化石的奥秘。”

在和政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场

关于文化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

旅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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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县：
古韵新颜，书写国家文化公园绚丽篇章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见习记者 王继祥

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铲齿象头骨化石群

和政羊化石

甘肃省

永 靖：依托黄河资源禀赋

永靖，这片充满魅力
的土地，犹如一颗璀璨的
明珠镶嵌在黄河之畔。这
里，自然风光壮丽，人文景
观独特，以“蓝色黄河·阳
光永靖”为品牌，展现了无
尽的魅力和活力。永靖拥
有黄河的壮丽景色，河流
蜿蜒，波光粼粼，仿佛是大
自然的诗篇在此缓缓展
开。永靖的网红景点如太
极岛荷塘月色、黄河三湾
民宿、刘家峡大桥等，吸引
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感
受这里的美丽与宁静。

甘肃省永靖县位于黄河上游，这里

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孕育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依托这些得天独厚

的黄河文化旅游资源，积极推动文旅产

业发展，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完美融

合，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永靖近

年来加快发展、追赶进位，牵引全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龙头产业。

6 月 12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

2024 年新认定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

单进行公示，永靖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成功入选。

永靖刘家峡旅游度假区围绕“黄

河”主题，构建了“黄河康养度假”“黄河

地理探索”和“黄河民俗体验”三大核心

产品体系，已发展成为集住宿餐饮、休

闲娱乐、康养运动、文化体验、亲子研

学、会议团建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

游度假区。

在文旅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永靖县

注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不断提升和完善度假区周边交

通、旅游厕所、停车场等硬件设施。通过

加强景区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旅

游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为游客提供了更

加便捷、舒适、安全的旅游体验。因地制

宜发展乡村旅游，鼓励和支持黄河沿线

群众发展休闲采摘、农趣体验和餐饮住

宿等旅游项目。利用黄河沿岸、鱼塘水

池、田园风光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以

休闲观光和农趣体验为主的乡村生态

旅游业，以农户庭院、花园、果圃、鱼塘、

自产的农产品以及社火、秦腔老戏等颇

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展演为载体，为游客

提供观光、娱乐、运动、休闲、垂钓、采

摘、住宿、餐饮等系列旅游体验，形成了

集生态观光、荷塘垂钓、农趣体验、就餐

住宿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同时，深入挖

掘地方文化，通过舞台艺术和沉浸式体

验等不同方式，让年轻一代有机会近距

离接触和学习传统文化，也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据统计，2023 年永靖县共接待游客

45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7%，实现旅游

花费 26 亿元，同比增长 314%；今年 1-4

月，永靖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48.63 万

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8.41 亿元，同比增长

127.47%和 193.68%，文旅产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

文化旅游的发展，也带动了永靖当

地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地区知名度和吸

引力，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收入

水平。据统计，永靖县累计发展农家乐、

民宿及旅游合作社等 259 家，乡村旅游

从业人数达 1.2 万人。其中，催生出具有

特色的百户“农家乐”，每到旺季，游人络

绎不绝。

在魏家坡景区，记者乘坐游船，亲身

感受了黄河刘家峡库区的壮美与浩渺。

驾驶员魏通孝今年 48 岁，就是魏家坡本

地人，两口子在库区岸边经营着一家农

家乐，闲时兼做游船驾驶员。航行过程中

魏通孝向记者讲述了近些年永靖县发展

旅游业所带来的显著变化：“这两年，我

们永靖县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各种水上

旅游项目日益增多，如观光竹筏、帆船、

水上飞机等，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

验，也有效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致富。

我们魏家坡七十多户人家，有五十多户

都是做旅游生意的。”

今年春节期间，永靖当地的九妹团

队以夸张的妆容打扮、诙谐的舞蹈动作

和动感音乐为特色，吸引了大量网友的

关注。团员之一的刘亨仓，是一位曾经在

青海、河西等地从事工程安装工作的农

民工，今年开始在黄河三湾经营农家乐。

记者采访时，他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豪

的笑容。“我放弃了工地的工作，选择了

在黄河三湾经营农家乐，这是一个全新

的开始，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刘亨

仓说道。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

许和对现在生活的热爱。

谈及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刘亨仓表

示：“在工地上工作虽然稳定，但那种生活

节奏快，压力大，而且离家人也远。我一直

梦想着能够回到家乡，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情，和家人团聚。黄河三湾这里风景秀丽，

游客众多，我觉得开农家乐是个不错的选

择，同时我们九妹团队还能跳一跳社火，

来传承与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

未来，永靖县将继续依托黄河文旅

资源，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文旅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通过引进更多优质文旅项

目、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与其他产

业的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将永靖县

打造成为黄河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和示范区。

厚植文旅发展优势

永靖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聚力保护传承，打造文旅融合新典范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6 月 7 日袁记者来到永靖县盐锅

峡-小茨段明长城城墙遗址袁一种深

深的震撼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遥站在

这片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土地上袁
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袁与古代的将

士们并肩而立袁共同守卫这片家园遥
70 岁的罗发莲老人从城墙背后

缓缓走出来袁她家的一面院墙就是依

靠在这段城墙的背后遥 她告诉记者袁
在她儿时的时候袁 这面城墙就在这

里袁她已经是保护这个遗址的第三代

人了袁现在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都一

起来保护它袁也将继续一代又一代的

传承下去遥
近年来袁永靖县在长城保护工作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袁积极守护和传

承着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遥永靖

县境内的长城遗址袁作为中华民族的

重要文化遗产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

文化价值遥
永靖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范围涵盖了县内多处长城遗址袁包
括盐锅峡-小茨段明长城城墙遗址尧
冯家坷坨烽火台等十几处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地点遥这些遗址不仅是中

华民族历史上的瑰宝袁更是传承和弘

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遥通过建设文

化公园袁永靖县将把这些遗址串联起

来袁形成一个集历史尧文化尧旅游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园遥
为了加强对长城的保护袁 永靖县

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

施遥 加强了对长城的日常巡查和维护

工作袁确保长城的安全和完整遥专业的

文物保护团队也定期对长城进行巡

查袁及时发现并处理存在的安全隐患遥
冯家坷坨烽火台遗址位于永靖

县三塬镇向阳村坷坨社西南 500 多

米处袁地处黄河岸边的台地上遥 这座

烽火台是明朝时期为了加强河州防

御体系而修筑的遥在永靖县冯家坷坨

烽火台遗址袁 长城巡护员李永信说袁
野作为长城巡护员袁 我负责定期对冯

家坷坨烽火台进行巡查袁确保其保存

状态良好袁及时发现并报告任何潜在

的安全隐患或破坏行为遥巡护工作不

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袁更是对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遥通

过我们的努力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认识这段历史袁感受其背后的故事

与智慧遥 冶

永靖县还加大了对长城保护的

宣传力度袁提高公众对长城保护的认

识和意识遥 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

动袁如长城知识讲座尧保护长城主题

宣传活动等袁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到长城保护中来遥
此外袁永靖县还与相关科研机构

合作袁加强对长城的科学研究和保护

技术的研发遥 通过应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袁如无人机巡查尧数字化保护等袁提
升长城保护的科技含量和效果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永靖县还注重长

城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遥 在保

护长城的前提下袁合理开发利用长城

资源袁打造了一批具有特色的长城文

化旅游项目遥 这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独

特的旅游体验袁也进一步推动了永靖

县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遥
永靖县文旅局副局长刘强庶告

诉记者袁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

征袁 保护好长城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尧
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遥 未来袁
永靖县将继续加大对长城保护工作

的投入力度袁完善保护机制袁强化保

护措施袁确保长城这一宝贵文化遗产

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遥
通过永靖县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

支持袁 相信永靖县的长城保护工作将

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袁 为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出更大贡献遥

刘家峡大桥

黄洮交汇

盐锅峡-小茨段明长城城墙遗址

冯家坷坨烽火台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