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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项目。

2.建设地点：项目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

3.用地面积：项目占地面积 7.6 平方公里。

4.建设内容及规模：依托石炭井矿区工业遗址资源，开发建设影视拍摄基地、

工业主题公寓、户外运动基地、特色商业街、矿井实景体验、摘星民宿等业态，

配套建设红光市场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旅游导览系统，延伸汽车越野赛道。

5.投资收益：项目投资估算为 97471.7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73084

万元，流动资产投资 2438.72 万元。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52000

万元，税后利润 13100.54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13.44%，投资回收期为 7.5 年。

二、建设地点及条件

1.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为工业矿区遗址，地处贺兰山

北麓，地形辽阔平坦，与平汝铁路和省道 302 交汇，距离石嘴山市区 30 公里，

距呼鲁斯太站 8.5 公里，距大磴沟站 7公里，距离大武口站 21 公里，交通较为

便捷。

2.建设条件

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已完成贺兰雄鹰纪念碑的建设及周边环境的修复工作；

桃花谷种植了山桃、山杏、水蜜桃、印霜红等树木 800 余株，种植面积 170 亩；

301 省道至八号泉旅游公路完工投用，实施了贺兰山八号泉周边生态环境修复工

程（二期）等 15 个整治项目，治理面积 9860 亩，绿化面积 2956 亩，种植各类

乔木 33.7 万株，种植灌木 228.1 万平方米。

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 600 万元，完成项目沙盘制作、影视一条街（棚户区）

改造，并成功举办了两届贺兰山大峡谷汽车越野拉力赛，完成《绿皮小火车》、

《我的父亲焦裕禄》、《贺兰英雄》《荒草丛生》等取景拍摄工作。同时，还正

在进行红光市场游客中心设计及窑洞房、平房改造。

三、投资优势

1.工业文化底蕴深厚

大武口区现存工业遗产 18 处，其中石炭井、大武口区洗煤厂极具代表性。

石炭井作为一个在“全国少有、宁夏独一”的完整工矿行政区，拥有丰富的、可

利用的工业文化遗产，企业闲置厂房、原有矿井、街道、供排水、邮电、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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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市场、餐饮等设施设备保存完好，可开发潜力大。

石炭井生态工业文旅特色小镇位于大武口区北端，辖区面积 356 平方公里，

建成区面积 7.6 平方公里。地域面积大，工业基础设施完备，生活设施完好，是

拍摄影视作品的理想之地。科幻电影《外星人》、《变体》曾在此拍摄。

石炭井气势恢宏的自然风貌、山水园林城市的生态美景、大量保留完整的工

业遗产，依山傍河、融合多景于一城的优势，使其具有不可复制的魅力，是国内

少有的科幻类电影取景地，具有打造成中国西部“横店影城”的潜力。

2.资源多点联动

石嘴山市共有工业旅游资源 48 处，其中列入《石嘴山市工业遗产名录》的

共有 27 处，可供工业旅游开发的资源丰富，具有不可复制性。近年来，石嘴山

市重点盘活闲置老矿区、老工厂、老运输工具等工业遗迹，建成了大武口洗煤厂

工业遗址公园、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大武口大磴沟旅游中转站等项目。石嘴山

市将工业遗址多点联动发展，重点打造工矿体验的精品旅游线路。

3.区位交通条件好

石嘴山市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与内蒙古毗邻，和银川市接壤，是呼包

银兰经济带、宁蒙陕乌“金三角”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距银川河东机场 100

公里，距乌海机场 50 公里，高速公路、国道、铁路等贯穿全境，是连接西北、

华北地区的重要枢纽。石嘴山区位优势突出，为本地旅游产业发展壮大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大武口区为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开发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区内旅游道路设施

的建设。包兰铁路、京藏高速、乌玛高速、109 国道、110 国道纵贯全境，区内

交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基本建成了以铁路为依托，以国道、省道为骨架，以

区域公路为纵深的交通运输体系。大武口区完善的交通体系，为本项目建设与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四、建设方案

1.项目定位

大武口区为全力打造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目的地，规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

内建设“一轴五区”，“一轴”即新华商业街，“五区”即商业综合配套区、军

事文化实践及影视拍摄区、工业文化展示区、汽车越野及滑翔伞体验区、贺兰山

风光展示区，旨在打造宁夏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生态工业文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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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内容

项目拟依托石炭井矿区工业遗址资源，开发建设影视拍摄基地、工业主题公

寓、户外运动基地、特色商业街、矿井实景体验、摘星民宿等业态，配套建设红

光市场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旅游导览系统，整治提升区域综合环境，延伸现有汽

车越野赛道。

军事文化实践及影视拍摄区：建设影视摄影制作基地、军事乐园、室内外实

景演出场地，可承接大型体影视拍摄。

工业文化展示区：将石嘴山市历史工程和工业遗址进行测绘、记录、存档，

提供工业文化展示展览、园区项目展示、洽谈、工作人员办公、会议等功能。

汽车越野及滑翔伞体验区：建设汽车越野体验区及标准滑翔伞起飞场、降落

场，购置越野安全设备、滑翔伞及配套设备、山地车、接待车辆等。

商业综合配套区：融合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综合娱

乐等业态。

贺兰山风光展示区：建设户外展示大屏、中控室监控屏、点位语音导览，更

好的向游客展示景区信息、宣传景区，提升景区形象。

五、市场前景

1.全国旅游市场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旅游业

的蓬勃兴起，工业旅游的人气迅速增长。特别是近年来发展形成的特色工业小镇，

将生产展销、文化创意、休闲游憩等功能有机融合，为工业旅游开辟了全新的发

展空间。工业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新兴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也陆续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工业旅游模式景区，

如海尔工业园、长春一汽、青岛啤酒博物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越来越多的

游客涌向了工业企业的开放工厂、博物馆、科技观光园、遗址公园等，工业旅游

迎来黄金发展期。据有关数据统计，2021 年全国工业旅游接待游客量达 2.2 亿

人次。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我国工业旅游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工业和

旅游将走向融合共赢，工业文旅小镇类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2.宁夏旅游市场分析

作为“塞上江南”的千年古城，宁夏拥有大西北独一无二的风光，不仅有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也有芦苇丛生、鱼跃鸟栖的江南风情。从四

万年的远古时代，到 500年的地下兵城，宁夏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着中国旅游

“微缩盆景”的美誉，拥有沙坡头、沙湖、西夏王陵、镇北堡影城等王牌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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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打响黄河文化、大漠星空、酒庄休闲、红色主题、动感体验等文旅品牌。全

区共有 A级以上旅游景区超过 100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3家、乡村旅游点 1000

余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9个）、旅行社 178家、旅游星级饭店 100家、自

驾车营地 13家、旅游商品研发基地 28家、持证导游 4537人。

2021年，宁夏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3623.6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5.7%。其

中，国内游客 3622.51万人次，增长 5.7%。国内旅游收入 286.38亿元，增长 44.1%。

实现旅游总收入 286.65亿元，增长 44.0%。在旅游目的构成方面，全区国内游客

中，以休闲度假为出游目的的位居首位，其次分别是观光游览、商务、探亲访友

等。宁夏全区的国内游客构成中，来自宁夏本地的游客占比超过 60%，为在疫情

背景下文旅项目发展提供本地市场有效支撑，其次西北地区（除宁夏外）游客占

比超 14%，剩余游客主要来自于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

3.大武口区文旅市场分析

2021年，大武口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标准，以“两

点一线三片区”为核心，全力推进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集聚区建设和发展，统筹全

区力量成功创建首批“宁夏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年共接待游客 428.9万人，旅

游收入 1.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01%和 10.31%，带动就业 1000余人。大武

口区特色鲜明的生态工业文化旅游产品初显成效，品牌与影响力不断提升，综合

效益日渐明显。

六、投资概算

1.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97471.7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73084.00 万元，流

动资产投资 24387.72 万元。

2.预期收益

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52000 万元，税后利润 13100.54 万元；

投资利润率为 13.44%，投资回收期为 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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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项目投资收益测算表

七、合作方式

本项目拟采用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招商。

八、投资环境

1.区域概况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毗邻，南与银

川市接壤。东屏滔滔黄河水，西依巍巍贺兰山，因贺兰山与黄河交汇处“山石突

出如嘴”而得名。1960 年设市，下辖大武口区、惠农区和平罗县，总面积 5310

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为 751389 人，其中城镇人口占 77.92%。近年来，在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坚定践行新发

展理念，全力推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已从典型的煤炭工业城市转型为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工业城市。先后被列为首批

12 个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全国首批 15 个小微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为转型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大武口区位于宁夏北部，地处宁东、蒙西两个国家千亿吨级煤田之间，是宁

夏工业重镇，也是石嘴山市党政机关所在地和全市政治、经济、商贸和文化中心，

常住人口约 29.82 万人，城镇化率 94%，是宁夏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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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位交通

石嘴山市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与内蒙古毗邻，和银川市接壤，位居宁

东和蒙西两个国家千亿吨级煤田之间，是呼包银兰经济带、宁蒙陕乌“金三角”

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交通发达，距银川河东机场 100 公里，距乌海机场 50

公里，高速公路、国道、铁路等贯穿全境，是连接西北、华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惠农陆路口岸、石嘴山保税物流中心（B型）已经成为宁夏及蒙西地区中欧、中

亚大宗商品进出口的始发、到达重要节点功能区。

大武口区地理位置优越，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毗邻，接近中国地理几

何中心，是国家能源战备金三角、丝绸之路经济带、呼包银榆经济带和宁夏沿黄

经济区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占据明显的

区位优势。大武口区南距银川河东机场 80 公里，北距惠农陆路口岸 40 公里，包

兰铁路、京藏高速、乌玛高速、109 国道、110 国道纵贯全境，区内交通路线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依托，以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区域公

路为纵深的交通运输体系，已开工建设的北京到银川的高铁线路纵贯石嘴山市，

2022 年实现通车。

3.经济发展

2021 年，石嘴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7.03 亿元，增长 7.2%，两年平均增

长 6.6%，分别高于全国、全区 1.5 和 1.3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区前列。其中，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37.59 亿元、321.54 亿元和 257.90 亿元，分别

增长 2.1%、6.7%和 8.4%，两年分别平均增长 2.3%、6.9%和 6.8%。

2021 年，大武口区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18.98 亿元，同比增长 5.5%。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3 亿元，同比增长 7.9%；第二产业增加值 107.56 亿元，

同比增长 3.2%；第三产业增加值 109.29 亿元，同比增长 7.4%。

4.产业基础

石嘴山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地质景观、岩画景观、酒庄葡萄园、历史遗迹、

古生物化石、长城遗址、大漠风光独特，旅游发展前景巨大。目前，全市共有 A

级景区 17 个，星级旅游饭店 28 个，星级农家乐 37 个，旅行社（含分社、营

业网点）71 个。近年来，石嘴山围绕“一核、两带、三片区”空间布局，实施

大沙湖旅游区建设，重点打造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特色产业。

5.行政效率

石嘴山市致力于打造“产业的高地、投资的洼地、百姓的福地”，以“流程

最优、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效率最高、服务最佳”为目标，出台多项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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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20 年，石嘴山市多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多项创新工作走在全区前列。

石嘴山被列入国家营商环境评价 80 个样本城市；创建全区首个国家级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并通过国家终期验收；“多规合一”项目策划生成改

革和区域评估成果应用改革试点通过自治区工改办评估验收，经验在全区推广。

一是高起点谋划，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强

化顶层设计，依托“对标一流，追赶一流，成为一流”营商环境总基调，成立石

嘴山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二是高标准开局，全面夯实基层基础。印发《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重点任务工作方案》、《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和调查回应制度》等 7项方案、

制度，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抽样回访工作。年内确定的 14 类 43

项 179 个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已完成 176 项，完成率达到 98.3%。

三是高质量推进，改革创新强劲发力。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将

12 个市直部门的 81 项审批事项（300 项办理项）统一划转至市审批局集中行使，

压减申报材料 170 份，减少办事环节 110 多个，实现了“一枚公章管审批”。

四是高标准落实，打造政务服务“样板工程”。建立 4 大体系、97 项要素

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形成“一网、一门、一窗、一端”便民化服务样板，打

响独具石嘴山特色的“石好办”政务服务品牌。

6.优惠政策

本项目可享受税收、土地、人才、融资等方面多项优惠及扶持政策。相关政

策摘要如下：

（1）对新办的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除享受 15%企业

所得税优惠税率外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三免三减半”。

（2）对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给予一次性 300

万元创建资金奖励；对新评定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和自治区旅游度假区、自驾

车房车营地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创建资金奖励；对新评定的 5星级、4星级旅游

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 300万元和 100万元资金奖励。

（3）依法鼓励以多种方式向民营企业供应土地，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

下，可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20年至 50年）出让等

方式使用土地。

（4）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贴息政策，支持方向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

支持标准适度调高，支持资金“只增不减”，支持方式更加灵活便捷，财政贴息支

持一般不低于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50%。

（5）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保费收取平均标准降低至 1%及以下，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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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融资担保业务，自治区财政按年担保贷款额给予最高 2%的补助，单个

机构补贴上限提高至 2000万元。

（6）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对达到标准的行业类“人才小高地”，给予 50-100

万元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对企事业单位类“人才小高地”，给予 50万元左右

的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

（7）通过实施 10个重点特色产业人才支持计划，建设 100个左右产业人才

队伍，培养 300名左右产业领军人才。对新确定的自治区级产业人才创新团队，

培育期内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 50万元资助，培育期满考核优秀的再给予 30

万元奖励。

（8）鼓励校企合作共育人才，对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院校，学生实习实

训及就业 1年以上（含 1年）的，一次性给予企业每人 300元补贴，一次性给予

院校每人 600元补贴，补贴用于企业、院校实训耗材、指导教师课酬或学生奖学

金。

（9）鼓励企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进人才，对引进石嘴山籍以外的依

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工作满 6个月及以上的，给予用人企业每人 300元的补贴。

此外，本项目可以享受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

联系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 161 号

联系人：王静

联系电话：1389502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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