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银川也积极推动
文化创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
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空间。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打造升级版的《朔色
长风》沉浸式街区演艺，通过两横三纵7大场
景和10个散点演艺，为游客奉上文化味浓、新
玩法多的文旅“大餐”，一站式感受“塞上湖城
大美银川”。《朔色长天 湖城风情》沉浸式演艺
聚焦“城市漫游”，坚持文旅融合，利用银川文
化城现有实景资源，结合银川艺术剧院丰富的
创作、演出经验，补充、延伸、提升旅游体验，让
广大市民游客徜徉在凤凰幻城休闲文旅街区
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一次集思想性、艺术性、娱
乐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穿越时空之旅，营造文
化城文化娱乐消费新场景，拓展银川城市夜游
新空间。

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内充满了
浓厚的艺术氛围。傍晚时分，《山河人家》《凤求
凰》《灵州会盟》等演出活动轮番登场，丰富多彩
的沉浸式演艺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小镇内，游客们穿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品
尝美食，感受地方风情和夜晚的独特魅力。

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以原
创剪纸为核心，开发黄河文化系列、宁夏地图
系列等多系列文创产品，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解
读剪纸文化。“目前，我们已成功推出100余种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文创产品，涵盖了卷轴、冰
箱贴、书签、手提袋等，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与喜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负责
人李剑说，游客在欣赏宁夏景区美景的同时，
能够购买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将美好
的旅行记忆带回家。

近年来，银川还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本土特
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师们深入挖掘银川的历
史文化元素，将贺兰山、黄河、贺兰山岩画等代
表性符号和色彩融入设计中，创作出了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从精美的手工艺品到
实用的生活用品，这些文创产品不仅具有艺术
价值，还成为了宣传银川的重要载体。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银川持续探索创
新，积极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除了传
统的文化旅游景点外，还开发了生态休闲度
假、民俗文化体验、阳光温泉、健康养生等旅游
新产品。如稻渔空间将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
相结合，打造出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游客
可以在这里体验插秧、捕鱼等农事活动，感受
乡村生活的乐趣；闽宁镇的生态文化一日游，
让游客领略到了移民文化和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如今的银川，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创新的
理念，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展示出历史
与文化魅力，让更多群众乐享文化发展成果。

文化活动
点亮百姓多彩生活

在银川，文化惠民不是一句口号，而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体验。近年来，银川
市创新打造“文化银川·花开四季”品牌，通
过“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模式，让文化服
务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为市民奉上了一场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这戏太好看了！”“能在家门口免费看
大戏就两个字，高兴！”今年1月18日，银
川市第十届秦腔艺术节在市民的喝彩声中
拉开帷幕。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文化盛宴，
为戏迷们献上了《大升官》《窦娥冤》等20
场经典大戏，让广大戏迷直呼过瘾。

“湖城之夏”广场文艺演出已成为银
川市民夏日夜晚的文化期待。每到夏季，
市民们都会自发聚集在广场上，欣赏歌
舞、小品、杂技等精彩演出。这种“没有围
墙的大剧场”模式，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
实处。送戏下乡演出，将精彩的文艺节目
送到乡村，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乡村也充满了文化的活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戏曲”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
近距离感受戏曲的魅力，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银川市还坚持资源整合，着力打造“文
化银川·花开四季”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
牌，搭建群众文化活动大平台，丰富百姓生
活的惠民活动、主题活动、品牌活动、交流
活动，增加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以元旦、春
节、中秋、端午、重阳、国庆等传统节日为依
托，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
举办社火巡游、新春灯会、新春文化大集等
活动50余项，策划推出了银川秦腔节，西
北地区非遗博览会等活动，既传承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生活。”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优化演
出节目，推出集广场舞、合唱、书画摄影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文艺演出，更好地满足了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同
时，将文化、旅游、体育、商业等元素深度融
合，进一步促进了文旅消费，也让游客和市
民感受到了银川独特的文化魅力。

文化设施
构建便捷服务网络

四月的银川，春意盎然。无论城区还是
乡村，各类文化设施星罗棋布，阅读的芬芳
随处可闻。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作为国家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银川目前已建成图书馆8个、文
化馆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56个、文化广
场12个、街道中心图书馆23个、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140个、城市阅读岛99个、农
家书屋274个、农民文化大院87个、城市书
房34个、图书流通点300个。”数据显示，银
川市县级文化馆、图书馆覆盖率达100%，
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实现全域覆盖，直播
卫星“村村通”“户户通”安装率均达100%，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日趋完善。

在银川，以城市书房、文化驿站、阅读岛
为代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全市99个“城市阅读岛”分布在市民
大厅、商场、医院、景区等人流密集区，每座
阅读岛均采用统一设计风格，环境舒适、藏
书丰富，提供300至1000册纸质图书，并配
备电子图书下载机，市民可随时下载3000
种电子书，满足碎片化阅读需求。

以金凤悦书房为代表的34个城市书
房，总藏书超14万册，成为市民家门口的

“精神粮仓”。“去年以来，我们聚焦市民群众
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融合多元业态，打
造一批空间形态‘美’、内容品质‘好’、服务
效能‘高’、运营机制‘新’的特色文化空间，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
级。”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
结合“城市10分钟、乡村15分钟”服务圈建
设，通过政企合作、空间改造、业态融合等方
式，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贴近生活的新型
文化空间。科学规划布局、突出地域特色、
强化个性供给，让公共文化服务更精准地满
足市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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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银川·美在品质

漫步银川城区，从繁
华大街到幽静小巷，从现
代社区到古朴村舍，一个
个特色鲜明、温馨灵动的
公共文化空间吸引着市
民与游客驻足流连；文化
广场上，丰富多彩、贴近
生活的文化活动轮番上
演，一场场艺术盛宴绽放
出银川人深厚的文化自
信。这座城市既承载着
千年的历史底蕴，又焕发
着现代的蓬勃活力。近
年来，银川市大力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持续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让文化
真正融入百姓生活。

游客通过参观展览领略银川的艺术风采。

精美的文创产品。资料图片

文化数字化发展惠及民生。

银川文化艺术博览中心为市民带来独
特的视听享受。

文艺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