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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
青海省东北部，因位于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
海湖北岸而得名。它东与青海省会城市西
宁、海东地区毗连，西与海西州接壤，南隔
青海湖与海南州相望，北与甘肃省毗邻，处
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连接青海
经济最发达的东部经济区和柴达木循环经济
区，是青海省承东启西的农牧接合部，环青
海湖经济区和兰青—青藏铁路发展轴线的核
心区域，历史上曾是西平张掖道、鲜水酒泉
道的重要丝绸辅道。

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西海镇离青海省会
西宁1 0 0公里，是全省离西宁最近的自治州
府，处于环西宁市百公里经济圈之内。青藏
铁路及国道 3 1 5、 2 2 7线和湟嘉公路横穿全
境，正在建设的兰新铁路、西武高速公路穿
境而过，交通便捷，是青海藏区人流、物
流、信息流的重要枢纽地区之一，也是青藏
高原连接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全州总面积
3 . 41万平方公里，辖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
县、刚察县、海晏县和青海湖农场，30个乡
镇， 2 1 4个行政村，总人口 2 8 . 0 1万人。有
藏、汉、回、蒙古等27个民族，少数民族人
口18 . 12万人，占总人口的64 . 7%，其中藏族
占总人口的24 . 5%。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其优越
的区位、富集的资源、秀美的风光、多元的
文化和蓄势勃发的发展前景，成为镶嵌在青
藏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海北藏族自治州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
汇聚地。海北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接合
部，也是内地先进思想文化进入草原牧区的
先导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来已久。海
北州古为羌族居地，数千年前，先民就在这
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以传说中的西王母瑶
池——— 青海湖、昆仑铜柱——— 年钦夏格日山
为代表的昆仑文化、以祁连多杰华为代表的
西夏文化等灿烂的文化瑰宝。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西海郡古城被列入第一批丝绸之路中
外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国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 (原子城 )被列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原子城是培育“两弹”精神
的摇篮，又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成为共和国扬国威、壮军威的历史见证。卡
约文化、辛店文化遗址等17处古文化遗址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回族宴席曲、华热
服饰、青海湖祭海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郭米则柔、阿柔逗曲、蒙古族
颂词、华热藏族婚礼等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在海
北这片热土上共同生产生活，厚重的历史文
化、多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形成了海北
人兼容并蓄、自信开放、务实创新的独特人
文特征。

海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重要的高原生
态旅游目的地。多样性的地理地貌，构成了
湿地、沙漠、草原、雪山、林海、峡谷、野
生动植物等独特的高原自然风光；悠久的历
史、多样的民族宗教文化构成多姿多彩的人
文景观，使海北州旅游资源具有原始性、神
秘性、多样性、生态性兼容的特点，是“大
美青海”的缩影。这里有湖泊、湿地、沙
漠、草原、雪山、林海、峡谷、岛屿等高原
独特的自然景观，有浓郁的藏、蒙、回等民

族风情，有历史久远的藏传佛教寺院等人文
景观，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有名列中国
最美的五大湖之首的青海湖、中国最美六大
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中国最美的花海
“百里油菜花海”、王洛宾先生的经典名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地金银滩草原。青
海省旅游规划的4 1 2个精品景点中8 5个在海
北。国家4A级旅游景区5处，是青海省率先
实现4A级景区全覆盖的地区。金银滩 (原子
城 )景区是全国创建文明风景旅游区先进单
位，州府所在地西海镇是全国卫生城镇和特
色旅游名镇。魅力海北日益成为人们向往的
高原生态旅游胜地。尤其是青海湖及鸟岛、
沙岛、金银滩、原子城、百里油菜花海等景
区点在省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

海北藏族自治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现
有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1 7处，
市、县级37处，境内有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

湖——— 青海湖；有碧波荡漾、群鸟戏飞的候
鸟王国——— 鸟岛；有菜花飘香、蝶飞蜂舞的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有奇峰耸立、怪石崛
起、古木葱翠、沟壑幽深、鸟语花香的祁
连、仙米原始森林；有两岸曲水依山、林海
浩瀚、人迹罕至，至今尚未开发的亚州第二
大峡谷——— 祁连黑河大峡谷；有青藏高原最
东段极具开发潜力的岗什卡雪峰；有西汉王
莽建郡的西海郡遗址——— 三角城；有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原子城；有著名西
部歌王王洛宾先生采风创作《在那遥远的地
方》世界名曲的金银滩大草原，有流传甚广
的西王母神话和昆仑神话及青海湖神话故
事；有久负盛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和藏族民俗
风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美丽的自然风
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将历史与现实、人与
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构成了雪域高原独具
魅力的旅游资源，是休闲、避暑、度假、采
风的理想去处。

海北藏族自治州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
相辉映，其独具的雪域高原景观成为青藏高
原上一颗散发独特魅力的明珠。以中国原子
城为依托，相继建成了“纪念碑园林”、
“基地展览馆”、“原子城展馆”、“西王
母展厅”、“海北文物展厅”、“王洛宾音
乐艺术生平展厅”。1996年，中国原子城被
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1月，被
中宣部、中央文明委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争取国家支
持，将建成“科学家雕塑纪念苑”、“纪念
碑林”、“原子城全景游”、“原子城纪念
园”等新景点，使“红色旅游”成为海北旅
游的龙头。尤其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将使
海北的旅游业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具活力和吸
引力的亮点。

海北藏族自治州是一方生机盎然、充满
希望的发展热土。相信海北的明天更加美
好，海北的事业更加辉煌。海北28万各族干
部群众热诚欢迎四方朋友来海北旅游观光、
投资置业、共谋发展。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璀璨明珠

□韩丹 徐丰远/文 张兆聚/摄影

3月20日，来自国家旅游局、山东大学等部门
及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烟台市莱山区凤凰山宾
馆，对莱山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进行评审。大
家一致认为，规划站立点高，定位准，目标实，措
施得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同意通
过评审。

作为烟台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莱山区，在
蓝色旅游的大潮中如何为自己定位、发挥优势、
打造渲染出“不一样的蓝”？记者在评审会结束
后，采访了莱山区区长金志海。

莱山一直在努力

金志海区长指出，烟台市委、市政府前年出
台《关于打造烟台蓝色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提出
了“构建以滨海城市、度假区、度假酒店为主体的
温带海滨度假连绵带，形成全国最大的休闲度假
半岛，打造烟台‘蓝色旅游’品牌”的战略构想。以
此为指导，近年来莱山区一直致力于莱山蓝色旅
游区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按照规划先行的原则，莱山区邀请全国知名
滨海旅游规划专家、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波
教授团队，为该区编制了《旅游业发展总体规
划》，确立了以滨海休闲度假为主要发展方向，着
力打造集滨海度假、山地休闲、温泉养生、商务会
展、乡村旅游和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滨
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目标指引下，莱山旅游以前所未有的
气度、热度和速度拥抱蔚蓝，在烟台打造蓝色旅
游区宏伟蓝图中，承担起了“先行者”和“核心区”
的重任。去年以来，莱山旅游十大工程项目全面
开花。以大南山中央城市公园为龙头，烟台渔人

码头等为亮点的滨海旅游带建设正式启动。该项
目以海滨文化为主题，以海洋动物表演为特色，
以相关海滨休闲娱乐设施为辅助，涵盖了鲸鲨
馆、日式温泉馆、美食风情街、滨海特色商业街、
古堡酒店、半岛休闲会所等多种与国际接轨时尚
元素。目前开工建筑已达20栋、完工18栋，美食街、
温泉馆、鲸鲨馆将于今年七一前对外运营。凤凰
湖—逛荡河流域综合开发项目按照“三期工程并
两期”的要求正加快建设。此外，“牵手”海尔地
产，兴建财富文化主题公园、金斗山生态旅游度
假区等文化、旅游综合房地产项目，投资规模已
达33亿多元。工程竣工后，“山瞰城海、城观山色，
城即景区，景区是城”将成为现实。

2009年4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莱山省
级旅游度假区，标志着莱山的蓝色旅游进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度假区“芳华初绽”，就展示了
其大手笔、大气魄。它北起莱山区迎宾路，西与芝
罘区交界，南至港城东大街，东与烟台高新区接
壤(包括莱山区所属海域)，规划陆地面积21 . 2平方
公里。度假区依托10 . 5公里黄金海岸已有的和在
建的旅游项目，划分为海滨度假区、生态观光区、
健身娱乐区、购物休闲区、综合服务区等五个功
能小区。海滨度假区利用黄金海岸的3个天然海
水浴场，为游客提供海滨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
生态观光区以总投资40亿元的大南山中央城市
公园为主，使游客尽情地体验都市中山地休闲的
快乐；健身娱乐区的烟台体育公园，是国家3A级
景区，也是游客旅游健身休闲的好去处；迎春大
街商务区聚集着日本佳世客、济南银座等众多大
型商场，为游客读山品海的同时，提供了休闲、购
物的便利；综合服务区随着渔人码头鲸鲨馆、温
泉馆等海上游乐项目的加紧建设，成了集休闲度
假、居住观光于一体的山东黄金海岸重要结点和

烟台蓝色旅游的亮点，将为游客提供吃、住、游、
购、娱等全方位的综合服务。一个以休闲、度假为
代表的现代化旅游产业集群，带动了莱山旅游的
跨越式发展。2010年，莱山接待海内外游客185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 . 2亿元。

打造独具风采的“蓝”

金志海指出：在蓝色经济大潮中，大力发展
蓝色旅游，是摆在沿海各地政府面前的一项共同
任务。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是要“和而不同”，从自
身实际出发，突出本地特色，打造独具风采的“一
片蓝”。

谈到莱山区的蓝色旅游资源“家底”，金志海
如数家珍，充满自豪和喜悦。他说：发展蓝色旅
游，莱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长达十多公里
的黄金海岸线蜿蜒逶迤，青翠欲滴的松林油画般
涂满峰峦沃野。“山、海、岛、泉、河”等多种旅游资
源在此汇集。3个天然海水浴场拥有国际海滨旅
游3S的全部要素，是海滨休闲度假的珍贵资源；
莱山同时拥有黄海明珠、栈桥、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等旅游资源；还有40多家各类中高档宾馆，其
中按照星级标准建设的有12家，五星级酒店2家，
四星级酒店1家，旅游接待床位6000多个，可同时
接纳2万人就餐，具备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00万人
次的能力，是理想的旅游度假胜地。

谈到下一步的发展“蓝”图，金志海区长指
出：从自身优势和实际出发，莱山旅游给自己制
订的目标是：紧紧抓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难得机遇，围绕建设蓝色旅游区，
打造滨海旅游城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海滨度假
旅游，把莱山区打造成集滨海度假、山地休闲、都
市休闲、商务会展、乡村旅游和生态观光等功能
于一体的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把旅游
培育成为助推城市化的新引擎，发展蓝色经济的
新亮点。

这个规划，是一首以“蓝色”为主旋律的宏大
交响乐，是一个海陆互动、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
海滨度假旅游发展新蓝图。

金志海说：莱山区之所以把滨海度假游作为
蓝色旅游发展的重点，既是立足于莱山区依山环
海，因海而兴的实际，更是着眼旅游发展的大趋
势。在未来的旅游发展中，观光型旅游虽然不会
完全失去市场，但度假型旅游将更为盛行，并将
逐步成为主体旅游方式。莱山区把发展滨海度假
旅游作为主攻方向，是顺应潮流的必然选择。为
此，莱山将依托丰厚的海滨旅游度假资源，叫响

“蓝色海湾、度假莱山”口号，着力打造海滨度假、
都市休闲、山地体验和温泉疗养为特色的四大旅
游板块。

发展滨海度假旅游，关键是调整产品结构，
加快蓝色旅游产品开发与品牌打造，使游客从看

海到游海、玩海、读海、亲海，发展到海洋运动、休
闲、养生、度假为主体的高端旅游。为此，莱山区
将采取措施，积极推动产品升级、产业转型，构建
全新的旅游产品结构，形成水上运动、近海游轮、
滨海度假等高端产品体系，努力将莱山区建成烟
台蓝色旅游的首善之区、滨海旅游度假产业带发
展的动力引擎。到2015年，力争全区接待海内外游
客总量达到68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5亿元，旅游
业对全区经济的贡献率年均增长30%以上。

蓝色旅游，政府“有担当”

曾经担任过烟台市旅游局长的金志海，对于
政府在发展蓝色旅游中所负的责任，应有的“担
当”，感触颇多。他说：蓝色经济，旅游先行。要使
旅游业成为蓝色经济区先导产业 ，政府负有重
要职责，应该而且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抓规划，
抓政策，抓服务，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引导性
和奖励性投入，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
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他指出，莱山区当前正全力推进海滨度假旅
游区建设，开工和准备开工的大项目有十几个，
仅仅依靠区财政资金支持，显然不现实。因此，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是莱山区加快发展蓝色旅游
的首要任务。要彻底跳出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老
框子，牢固树立市场意识、产业意识、企业为主体
的意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项目、产业支
撑力为目标，推动更多的企业投资开发旅游业，
使滨海旅游度假区在现有基础之上，结合资源特
色，构建关联性强、集约化水平高的旅游产业聚
集区，引导旅游要素、相关产业加快向度假区聚
集。

其次，搞好蓝色旅游产业的导向和政策扶
持。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旅游专项资金，
用于蓝色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重点
项目引导性建设。充分利用价格、税收、财政、信
贷、资源分配等经济杠杆和手段，广泛吸引社会
各方资金投资莱山旅游业。打破行业、地域、产权
界限，鼓励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外资、内
资，参与蓝色旅游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市场
化、社会化的投资体制。

三是实行蓝色旅游产业化、市场化经营发展
模式。由政府牵头主导，以大型企业或引进来的
实力企业集团为龙头，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改组、
改制、参股、控股、兼并、租赁等形式，组建蓝色旅
游产业集团，行使资源开发利用、自我经营发展
等职能，探索加快发展蓝色旅游、增强旅游实力
和发展后劲的新路子。

扬帆潮头风正劲，潮涌莱山战犹酣。面对蔚
蓝色大海，莱山旅游乘着蓝色经济大潮的东风，
怀揣蓝色梦想，正朝着“国际滨海休闲度假城”目
标渐行渐近。

◆烟台打造蓝色旅游区系列报道之二

扬帆潮头风正劲
——— 专访莱山区区长金志海

莱山区区长
金志海

百里油菜花海

祁连山湿地公园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

海北藏族自治州风景如画

独特的草原风光

□徐晓华 杨永 报道
本报平邑讯 今年以来，平邑县积极开展旅游

推介活动，与四大客源市场、40个城市、500多家
旅行社签署合作协议，徐州、淮北等地旅游直通车
将于近日开通，春季旅游市场营销成绩显著。

平邑积极参加2011淮海经济区旅游交易会；邀
请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驻全国各地分社负责
人、国内部分景区负责人约240人到平邑踏线考察；
与曲阜市达成了共同开发“乘高铁、游曲阜、逛沂蒙”
旅游产品的合作协议，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力度；进一
步完善《平邑县旅游奖励政策》，规范旅游服务标准，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大旅游市场扶持力度。

平邑春季旅游营销显成效

□赵玲 杨陆见 报道
本报文登讯 3月28日，由大众日报、山东省

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长寿之乡·滨海养生之
都”四季文登旅游摄影大赛正式启动。

摄影活动广泛征集能全面反映文登丰富的自然
景观、人文风情等图片。大赛分春、夏、秋、冬四季进
行，每季度末至下季度初开展一次作品征集及评奖
活动。大赛将产生四季特等奖一幅，奖金10000元；各
季比赛设立1幅一等奖，奖金5000元；二等奖2幅，奖
金各2000元；三等奖3幅，奖金500元；优秀奖15幅，
100元礼品。大赛所有入选作品将登入《文登摄影家
协会摄影期刊》。

四季文登旅游摄影赛启动

□于鹏 陈东刚 报道
本报北京讯 “五征杯”2011年全国登山比赛

暨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五莲山站），将于5月8
日至10日在五莲县五莲山风景区举行。

本次比赛共设男、女中年和青年组，12公里、4 . 2
公里两条比赛路线。注册运动员和登山爱好者均可
通过网络进行报名，时间截止到4月25日，注册运动
员参加5月9日4 . 2公里和5月10日12公里的登山比
赛，登山爱好者参加5月10日12公里的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报名情况可登录中国登山协会官方网站查询。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五莲山站5月举行

□李 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2日，“山东省第五届春季

旅游促销大篷车”携众多全国知名旅游景区及旅行
社在济南召开旅游促销推介会，并发布2011年最新
旅游线路产品。

本次旅游促销活动为期18天，在全省15市展开。
贵州黄果树5A级景区、江西婺源4A级景区、河南神
农山5A级景区、枣庄市旅服委等参与了本次促销活
动。会上同时启动“壮美黄果树 多彩贵州风——— 黄
果树国家公园欢迎您”联合促销万里行活动。

旅游促销大篷车开进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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