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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项目。

2.建设地点：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

3. 用地面积：项目拟占地面积 4779亩。

4.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拟构建“宜观、宜居、宜创业”的城郊休闲旅游

集聚区，打造“一芯引领、两轴联动、三区协同”的空间结构。“一芯”建设内

容包括休闲游乐区、吴吃堡城、游客服务中心、牛家坊大队、精品民宿、好吃美

食街、生态农业观光温室、农耕博物馆；“两轴”包括休闲旅游发展轴、规划区

风貌展示轴；“三区”建设内容包括设施农业休闲观光采摘区、康体休闲和文体

主题园、生态居住区。

5.投资测算：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4497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29054
万元，流动资产投资 115923万元。

6.收益测算：项目建成进入正常运营期，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84580万

元，税后利润 84426.07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18.97%，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年。

二、建设地点及条件

1.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规划范围为子仪路以北、金积大

道以南、罗山大道以东、慈善大道以西，距城区 1公里。

图 2-1 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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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条件

项目属于续建项目，用地产权清晰，已完成自治区产业融合示范园、特色产

业村、好吃街、美丽小城镇、农户改厕及农村污水处理、文体人行漫道、灯光亮

化等项目，建成植慧谷、冬暖式设施农业大棚 17座，6km木栈道和人行漫道等

配套设施及相关附属工程。

三、投资优势

1.民俗文化集聚优势

利通区具有独特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包括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服饰、

节庆传统、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体育竞技、传统医药、建筑民居等文化瑰

宝。利通区拥有牛家坊农耕博物馆、新村民俗文化展览馆、吉水湾休闲度假村等

一批地方民俗景观和历史人文景点。利通区通过乡村旅游点和一些大众化的文化

平台，开展书画展览、民俗现场演艺表演、非遗项目面对面展示及体验、授课等

多种文化活动。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区内外游客驻足利通区。

利通区围绕休闲养生文化、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打造了三条精品旅游线路，

并开展旅游商品评选活动，让一大批传统文化项目如刺绣、剪纸、书法、雕刻、

麻编等跻身利通特色旅游商品名录，走进景区为利通旅游代言。同时，利通区大

力推进舞蹈、器乐演艺、传统武术、手工制品、民族服饰等亮相各类旅游主题推

介活动，集中展示“热情多彩利通”的特色魅力。利通区不断推动本地民俗文化

（如万绨旎服饰技艺、张氏正骨、陈氏十技法、巧儿刺绣、张家枪何家棍等民俗

文化）进民俗村，让传统民俗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魅力，同时也让利通民俗文

化产业更具发展活力。

2.旅游发展基础优势

牛家坊村地处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南端，风光秀美，毗邻城区。2010 年借

助吴忠市城市东南部改造建设的机遇，因地制宜发展餐饮服务、生态观光等特色

产业。

近年来，牛家坊村先后荣获“全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荣誉。牛家坊村 2019年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单，2021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

目前，牛家坊村已完成自治区产业融合示范园、特色产业村、好吃街、美丽

小城镇、农户改厕及农村污水处理、文体人行漫道、灯光亮化等项目，建成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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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冬暖式设施农业大棚 17座，6km木栈道和人行漫道等配套设施及相关附属

工程，已完成部分还包括好吃街提升改造工程及其道路标识工程等。本项目依托

牛家坊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全国

2A景区”等品牌优势，进一步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体，

具有良好基础。

3.区位交通辐射优势

项目所在的吴忠市地处东亚大陆和中国北部几何中心，自古就有“水旱码头、

商埠重镇”之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处在“雅布赖”国际

航路开辟中东、欧洲和非洲空中通道的交通枢纽节点上，是经贸物流的低成本通

道。吴忠路网完善，交通发达，银西、包兰、大古、城际铁路穿境而过，京藏高

速、古王高速、盐中高速、滚红高速、银西高速、古青高速纵贯市域，距国家级

航空港银川河东机场 40千米，已形成以航空、铁路、公路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

利通区境内交通便利、路网密集，国道、高速公路、高铁一应俱全，距宁夏

首府银川市 60 公里、银川河东机场 40公里、青铜峡火车站 21公里，1小时经

济圈辐射宁夏大部分地区，3小时经济圈辐射兰州、延安、鄂尔多斯等周边重要

区域，飞机 2小时可达北京、成都、上海等重要经济区域。

四、建设方案

1.功能定位

本项目依托牛家坊村旅游品牌优势，以展示民俗文化、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

目标，构建“宜观、宜居、宜创业”的城郊休闲旅游集聚区。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4779亩，拟打造形成“一芯引领、两轴联动、三区协

同”的空间结构。

一芯：建设内容包括休闲游乐区、吴吃堡城、游客服务中心、牛家坊大队、

精品民宿、好吃美食街、生态农业观光温室、农耕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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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轴：即以南北向利华街为主的休闲旅游发展轴和以罗河路形成的规划区风

貌展示轴。

三区：即设施农业休闲观光采摘区、康体休闲和文体主题园、生态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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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前景

1.乡村旅游市场分析

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的热点，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旅游方式。据统计，

2021年中国旅游用户最近一年或半年到城郊或省内乡村旅游的比例达六成，五

成以上旅游用户一年多次到乡村旅游，18.12%的旅游用户 1月多次到乡村旅游。

原因在于近些年，城郊或乡村成为都市人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的选择，乡

村旅游随之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游客越来越倾向于慢节奏、短周

期、近距离的出游方式，对安全、健康、舒适等旅游体验也更加看重。2020年

以来由于受疫情的影响，统计数据难以客观准确地反映乡村旅游市场的繁荣情况。

因此，以 2019年为例，当年国内乡村游规模达到 30.9亿人次，可见市场规模之

大，发展势头之迅猛。

在消费升级带动以及政府政策导向下，乡村旅游将成为国家旅游业改革创新

的重点，城市近郊、省内乡村游将成为中国国民旅游的常态。乡村旅游市场的消

费需求得到释放，乡村旅游市场的服务能力、接待水平等将得到大的提升。乡村

旅游要素也将由观光为主向商贸、文创、休闲、体验和度假转变，形成旅游相关

产业链，或与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水上旅游、商业旅游、

科普旅游等跨行业整合，将乡村旅游业从单一类型向为复合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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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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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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文旅市场分析

截止 2021 年，吴忠全市共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23 个，其中黄河大峡谷通

过国家 5A级景区质量景观评审，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5个，五个县（市、区）

全部列为全域旅游创建试点，成功举办“早茶文化节”、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

特色美食节、5.19中国旅游日宁夏分会场活动、民俗嘉年华、航空嘉年华、冰雪

文化旅游节、新时代黄河大合唱、黄河金岸国际马拉松、贺兰山东麓山地旅游自

行车赛等一系列节会赛事活动，黄河金岸国际马拉松被评为中国金牌赛事活动，

吴忠市荣获“早茶文化地标城市”，“游在宁夏•吃在吴忠”金字招牌更加响亮。

六、投资概算

1.投资测算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4497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29054万元，流动

资产投资 115923万元。



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项目招商说明书

7

2.收益测算

项目建成进入正常运营期，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184580 万元，税后利润

84426.07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18.97%，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年。

表 6-1 项目投资测算表

序号 项目 数值 单位 备注

1 项目总投资 444977.00 万元 人民币，下同

1.1 建设投资 329054.00 万元

1.2 流动资金 115923.00 万元

2 资金来源 自筹

3 营业收入 184580.00 万元 正常运营年

4 总成本费用 64289.23 万元 正常运营年

5 税金及附加 7722.67 万元 正常运营年

6 利润总额 112568.10 万元 正常运营年

7 所得税 28142.02 万元 正常运营年

8 税后利润 84426.07 万元 正常运营年

9 投资利润率 18.97% 正常运营年

10 投资利税率 24.98% 正常运营年

11 全部投资回收期 6 年 静态

七、合作方式

本项目拟采用客商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招商。

八、投资环境

1.区域概况

吴忠市利通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距宁夏首府银川市 59公里，坐落

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滨，是“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精华之地，也

是吴忠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利通区辖 8镇 4乡、106个行政村、3个农场（办）、

28个社区。总面积 14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2万亩；总人口 42.06万人，农业

人口 14.75万人。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

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县”、“首批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区）”等

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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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距宁夏首府银川市 59公里，是吴忠市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现辖 8镇 4乡、106个行政村、28个社区、3个农场（办）。

总面积 14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2万亩；总人口 46.08万，其中回族人口占总

人口的 61.2%。

利通区有宁夏平原最早的干渠—秦渠和汉渠，有破解古灵州城址之谜的吕氏

夫人墓志铭，有能感受烽火连天景象的明代遗址沙沟烽燧，唐太宗李世民曾在这

里与西部少数民族首领结盟。进入 21世纪，利通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现有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50项、传承人 87人，其中吴忠张氏回医正骨法的医学理论、

陈式回医十技法 5个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名录。

利通区地形地貌奇特，兼具江南水乡秀色和塞北大漠之雄浑，辖区地势南高

北低，平均海拔 1125米，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区，年平均温度 9.65℃，年平均降

水量 187.0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2013.7毫米，相对湿度 57%，年均日照达 2928.5

小时，年平均无霜期 171天，具有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旱、冬寒长的特点。利

通区矿产资源较少，目前已开采的矿产有石灰岩、砂、砾石、红胶泥等。

2.区位交通

利通区位独特、交通便利。利通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距银川河东

机场 40公里，青铜峡火车站 21公里，银西高铁穿境而过，4条铁路、5条高速

公路纵贯市域，1小时经济圈辐射宁夏大部分地区，3小时经济圈辐射兰州、延

安、鄂尔多斯等周边重要区域，飞机 2小时可达北京、成都、上海等重要经济区

域。

3.经济发展

2021年，利通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6.3亿元，总量相比 2020年大幅

提升 36亿元，增幅创 2012年以来新高。按不变价计算，GDP同比增长 8.5%，

增速分别高于国家（8.1%）、自治区（6.7%）、吴忠市（8.3%）0.4、1.8、0.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2%。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8.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 7.8%、9.8%。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下，全区经济保

持平稳增长，显示出强大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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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基础

近年来，吴忠市着力做强“美食利通”品牌，擦亮“吃在吴忠”金字招牌，

培育名菜、名厨、名店、名街，拥有“中国名菜”40个、“中国名点”17个、

“中华风味小吃”36个、“宁夏名小吃”菜品 41个、“宁夏风味小吃”45个。

境内全域旅游产业多样，围绕“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立足“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旅游主线，持续壮大生态观光、民宿体验、

度假康养等旅游新业态，全力打造“休闲在吴忠、美食在利通”品牌，“南有牛家

坊、北有新华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带初步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逐步显现。

利通区积极发展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21年，工业上，形成了以

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现代纺织、清洁能源为重点的主导产业，累计培育规上工

业企业 9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4 家、“专精特新”企业 152家，全社会 R&D

投入强度达到 0.9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20%，入选全

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农业上，形成了以奶产业、肉牛滩羊、优

质饲草、瓜果蔬菜、绿色食品等为主的特色优势产业，奶牛、肉牛规模养殖场分

别达到 98家、41家，存栏和饲养量分别达到 20.6万头、17.7万头，奶牛规模化

养殖率达 98%以上，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200亿元。优质饲草、瓜菜种植面

积分别达到 25.7万亩、6.5万亩，“玉景乡苹果”“龙二大青葡萄”等特色品牌

走向全国，农业总产值位居自治区第一。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服务业上，“一园两区”辐射效应逐步凸显，“两街四广场”特色餐饮格局基本形成，

持续推进“早茶文化”、特色小吃品牌化发展，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早茶

文化地标城市。牛家坊村、石佛寺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利通区被评为全

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5.行政效率

吴忠市全面落实“容缺预审”、“绿色通道”等措施，努力以行政审批减法

减出“加速度”、“高效率”。建立项目服务“代办制”、“专班制”，实行重

点招商项目“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个责任人”服务模式，践行“有

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精神，不断创造和刷新企业落户、开办、建设

及投产等多项“高新速度”。在营商环境方面，吴忠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实行“不见面、马上办”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对所有的投资项目坚持区级

领导包抓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团队、一抓到底”的跟踪式、

保姆式服务，采取一事一策、一企一策，确保项目引得进、建设快、发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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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优惠政策

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相关政策文件，项

目可享受税收、土地、人才、融资等多方面的优惠及支持，政策摘要如下：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1）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实行企

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三免三减半”。

（2）对投资者当年完成农业、工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 1亿元、

5亿元、3亿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商业综合体开发和矿产资源采

选项目),经认定,由自治区招商引资专项资金一次性分别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 2‰、

1‰、1‰,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的奖励。

《吴忠市促进旅游业发展政策措施》：

（1）对新办且评定为相应等级的旅游企业前 3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

成部分,用于奖励企业，第 4-5年减半奖励。星级旅游宾馆、饭店用水执行工业水

价标准,用电执行一般工业电价标准。

（2）旅游业用地需求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先安排市旅游产

业重点项目用地,对重大旅游项目确保规划建设用地。对确需建设用地的乡村休

闲旅游项目,县(市、区)按年度用地计划优先安排。

（3）支持旅游企业采取项目特许权、运营权和旅游景区门票质押担保等方

式扩大融资规模。凡年度投资 500万元以上、在金融机构贷款 100万元以上、贷

款期限 1年以上的乡村休闲旅游企业,按照基准利率的 25%给予贴息。

（4）市、县(市、区)财政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旅游规划编

制、项目建设、营销宣传、人才培训等,且每年以一定比例增长。对新建特色旅

游购物店、乡村旅游客栈,正常运营且 1年以上的投资企业,每个给予 5-10万元补

助。对新建旅游厕所且经验收达到 A级、AA级和 AAA级的旅游企业,分别按照

5、10、15万元给予补助。

（5）对新评定为国家 5A级 4A级的景区,分别奖励 300万元、100万元。新

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的饭店,分别奖励 100万元、30万元。新评定为五星级、

四星级的农家乐,分别奖励 10万元和 5万元。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利通区上桥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孙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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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99545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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