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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视产业整体推进

要依照旅游业发展自身的内在要求，着力抓好以下

工作：全旅游产业链条，真正把旅游业做大做强，充分

发挥旅游的带动效应。一是加强温泉和悦心国际书画村

融合建设，要加快外围基础设施和环境美化建设。在温

泉康养区要重点开展两山绿化，建设人行步道，增设健

身设施，在山脚建设特色星级饭店和休闲娱乐设施，鼓

励民间资本投资宾馆餐饮。通过招商引资，在温泉周边

的上店子村投资建设融“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

活，摘农家果”于一体的特色农村游项目，适应游客的

现实需求。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旅游景区要素配置。要推

进榜罗镇革命旧址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和革命遗址修缮工

程建成投用，争取启动建设宋堡水库景区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加快建设华家岭阻击战纪念设施项目。争取秦嘉

徐 淑 公 园 晋 级 为 国 家 4 A 级 旅 游 景 区 ， 支 持 温 泉 度 假 区

创建省级度假区。要继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维护秩序

优良、服务优质、管理优化的市容环境，创建宜居、宜

业、宜游、宜养的山水园林城市。三是完善乡村旅游公

共服务设施，重点对乡村客栈、民宿民居、旅游厕所、

环卫设施等进行改造，建设餐饮住宿、自主体验、娱乐

休闲、户外运动等设施，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项目，增

加舒适性和趣味性，给游客以不同的旅游体验。要因地

制宜加快开展农村厕所改造，积极引导农村房屋改扩建

工程，保留当地农村原有风貌和特色，最大限度保留文

化历史属性，从农村整体出发，进一步常态化开展全域

无垃圾综合治理，全面营造良好的乡村旅游环境。四是

把县城全方位打造成以书画为主题元素的旅游城镇。对

街区、建筑楼、公交站点包括广告牌等进行书画元素设

计，全面规划、规范、指导，同时加大政策优惠和支持

力度。要规划建设特色街区，如地方小吃一条街、地方

特色购物一条街等。

3、大力开发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产品融合发展

要坚持以通渭农耕文化为魂、田园风光为韵、村落

民宅为形的旅游项目。一是办好书画文化艺术节。继续

坚持“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的办会模式，

丰富节会内容，提高办会水平和特色，增强节会的宣传

效应和文化交流功能，努力把通渭书画文化艺术节提升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节会。同时，

要以办好书画艺术节为契机，办好金银花节等其他节会

活 动 ， 积 极 申 办 国 家 和 省 市 各 类 重 点 展 会 、 节 会 、 赛

会，持续提升通渭影响力和吸引力。二是建好平襄书画

小镇。按照5A级旅游景区标准和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的目标定位，突出通渭书画元素，坚持产业、文化、旅

游“三位一体”，力争形成特色鲜明、绿色低碳、功能

完善、产业集聚、开放包容、机制灵活、示范效应明显

的全国特色小镇。三是打造全国“书画+”农耕文化休闲

旅游基地。全面落实书画信息交流沟通、重大书画活动

“相互参与、政府牵线、企业运作”的三项机制，做大

做强书画市场。积极创建全国“书画+”农耕文化休闲旅

游基地。重点加强农村文物古迹和传统村落保护，建设

一批乡村记忆博物馆，打造一批示范引领村，城郊融合

村、特色保护村、非遗传承村。

4、加大旅游宣传营销，拓宽客源市场

强化营销是通渭县实现旅游资源优势向市场优势、

经济优势转变的必由之路。一是要加大旅游品牌创建力

度 。 要 通 过 立 足 书 画 基 础 和 品 牌 优 势 ， 高 标 准 建 设 通

渭·中国书画城，致力打造全国知名的书画交易市场和

温泉休闲养生、生态游及红色旅游为一体的旅游品牌。

二是组建专门旅游网站。建立专门的通渭书画、温泉康

养、生态观光及红色游为一体的旅游网站。三是要积极

组织各大旅行社到县域考察、洽谈业务。大力推介“红

色圣地、陇中风情、书画采风、温泉度假”全域旅游品

牌，努力提高旅游的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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