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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思哲

当中秋与国庆相遇，传统节日与

盛世华诞交织，“双喜临门”的节庆氛

围，给人们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庆祝方

式。

远方的山水、陌生的城市，虽然依

旧是不少人当下假日里纾解身心的选

择，但也有人选择原地驻足，放缓脚

步，去感受平日里身边错过的美好。

相 较 于 过 往 节 日 注 重 物 质 的 奖

励，如今生活的富足让人们更在意精

神的充盈。于是，我们能越来越多地

感受到传统受追捧所彰显出的文化自

信，强健体魄所贯彻的健康生活理念，

以及对脚下的这片热土由衷的热爱。

“双节”里，有人热衷诗和远方，但

也有人没有远行，却度过了一个别有

新意的假期。

陶冶情操
乐享文化韵味

进入 10 月，青海的天气似乎闹起

了情绪，少了往日里的阳光灿烂，取而

代之的是连绵秋雨。

“一场秋雨一场寒”，骤降的气温

却挡不住假日里的火热气氛。

10 月 6 日，淅淅沥沥的细雨让街

道上显得有些冷清，但在青海省科技

馆内，别开生面的科技体验活动，让这

里洋溢着别样的假日氛围。

亲手制作一个月饼、描绘一顶个性

十足的油纸伞、扎染一条具有独特花纹

的手帕……围绕不同主题的科学探索

体验活动，让在场大朋友小朋友们无不

沉浸在传统文化的美学里。不少体验

活动现场甚至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难得假期里有这样既有意义又

有乐趣的科技体验活动，所以很早就

带着孩子过来了。”市民章先生说，现

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传统文化的熏

陶，这类结合传统文化的科技体验活

动既让孩子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能在玩乐中激发孩子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为传统文化打Call”“色彩斑斓

的中国”“古代科技的奥秘”……不同

主题的背景版前，对应相应主题的各

类科技体验项目人气始终居高不下。

“这几日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来

参加体验活动。”墨香油纸伞体验项目

的工作人员表示，科技体验项目不仅

孩子们很感兴趣，不少家长也参与其

中。

传统文化中透露出的科技之光，

激发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而

前人所留下的艺术瑰宝，则丰富着每

一个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

生活在西宁，怎能不去了解这座

城市的过往？“双节”期间，西宁市博物

馆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

“尽管外地的知名博物馆高端大

气、馆藏丰富，但我们自家门口的博物

馆也不遑多让。”西宁市民赵先生觉

得，既然生活在西宁这座城市，对于它

的过往也应该有深刻的理解，而西宁

市博物馆就是了解这座高原古城历史

最好的窗口。

自 2021 年西宁市“四馆”建成投

用，这里逐渐成为了假日里西宁市民

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好去处。

（下转第二版）

——国庆见闻⑤

““花样花样””度假日度假日
““双节双节””新意足新意足

本报海西讯 (记者 刘法营 苏
烽） 2023 年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倾力

构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通道，以加快推进林草特色产业发展步

伐，赋能新兴生态产业培育，拓宽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途径，促进林草产业以高

质量发展释放惠民富民效能。

海西州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途径，充分发挥

林草行业优势，全力推广“以工代赈”方

式，综合实施生态乡村振兴工程，通过

做好生态管护员队伍服务、管理、培训

等，切实提高生态护林员素质能力和保

障水平。鼓励脱贫群众直接参与培育

造林合作社，企业带动参与国土绿化、

种苗种植、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把工

程投资转化为项目区群众，特别是易致

贫户、边缘户群众收入。发展枸杞种

植、野生动物驯养、森林康养休闲基地、

农(牧)家乐等，使生态旅游成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新业态。

以大力推进沙区林草特色产业发

展作为有效抓手，走产业优质高效绿

色 发 展 之 路 ，推 动 林 草 产 业 增 绿 增

收 。 围 绕 高 原 特 色 生 态 有 机 品 牌 打

造，大力推进有机枸杞认定认证。适

度发展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自然

景观利用和户外观光，培植生态文化、

生态教育等特色生态旅游新业态，重

点 发 展 以 自 然 公 园 为 主 的 生 态 旅 游

业，并在推动沙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形

成林草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新机制，以及“企业+基地+农户”等沙

产业发展新模式。

海 西

推进林草特色产业发展释放良好效应推进林草特色产业发展释放良好效应

欣赏西宁市美术馆展览的画作。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运动的市民。 本报记者 罗珺 摄

体验传统皮影制作过程。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新华社记者 顾 玲 王 艳

清清的黄河水穿境而过，牦牛如黑珍

珠般散落在广袤的草原上，憨态可掬的旱

獭不时从洞里探出头来，黑颈鹤时而低头

觅食时而展翅高飞……金秋时节，记者在

黄河上游的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看到

一幅幅和美景象。

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

渡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预防保护

的重点治理区和重要水源补给区，黄河

在黄南段干流长 257公里。

“根据牧区河流分布散、摆幅大、漫

滩情况多等实际情况，我们在全国率先

实行了‘牧民河湖长制’，把守护黄河的

触角伸到了最基层。”黄南州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才旦公保

介绍。

河南县位于黄南州南部，平均海拔

3600 米，全域 67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黄河水系的 49 条大小河流像血管一样

贯穿其中。为了保护好黄河水系，河南

县在四级河湖长外，又选取 49 名牧民巡

河员，从自己的家门口做起，把黄河管护

起来。

31 岁的牧民巡河员豆拉才让就是

其中一员，他所在的河南县赛尔龙乡是

黄河一级支流洮河的源头地区，每周他

都要在指定的区域巡河一次，“看看河里

有没有垃圾，是不是影响行洪安全。”豆

拉才让说。

近年来，立足于当地海拔高、生态环

境脆弱的实际，河南县注重水源涵养，采

取系统性施治。河南县县长钢夫介绍，

通过水环境污染防治、洮河源国家湿地

公园建设、草原沙化治理等措施，河南县

境内的黄河及黄河一级支流泽曲河、洮

河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空气优良率

达到 95.1％。 （下转第二版）

水清、景美、人富足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西宁：假日商圈人气旺活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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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宦宁）“鼓励科技

特派团和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围绕农牧业

产业开展高质量科技服务，每年遴选6个

团队 (工作站)给予州级科技专项资金各

5 万元的支持，确保科技服务高水平、科

技赋能高效益……”为加快生态农牧业

经济强州建设，在加快推动新时代新玉

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

新作为，立足全州农牧业发展实际，玉树

藏族自治州出台了十项惠农惠牧政策。

据悉，新政策有装配式畜用暖棚建设

项目补贴、“普惠民生”责任保险、饲草料

调运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奖励等，涵盖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种业振兴、品牌强农、

科技兴农、民生保障、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有机产品、装备提升等方面，旨在集中力

量破解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品牌

不强、融合发展不够等问题，加速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供区。同时，通

过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整合项目资源，

叠加释放政策红利，充分调动合作社、家

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积极性，破解

农牧业生产中的牲畜“温饱”难题，有效解

决农牧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

玉 树

打好惠农惠牧打好惠农惠牧““组合拳组合拳””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金蛋蛋”照亮乡村振兴路

金秋十月，一个说着丰收故事的季节，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
藏族乡1130公顷“金蛋蛋”迎来了大丰收，走进药水泉、查甫一等村，到
处都是群众抢抓农时收挖马铃薯的忙碌身影，采挖、分拣、销售，忙得不
亦乐乎。据了解，查甫“金蛋蛋”相比普通马铃薯，薯形圆润均匀、淀粉含
量高达20%—30%，蒸煮后表皮开裂外翻，肉色金黄，口感粉糯酥松、细腻
绵香，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全乡马铃薯收成将达到7.7万吨，种植农户
户均收入将突破3万元。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8月17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松乡多松村，
扎西曲培的女儿仁青卓玛在放牧。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的黄河沿岸，有一片被称为“河曲草原”的肥美牧
场。位于青海省南部的多松村，就是这片草原中心地带的一个小村子。41岁
的牧民扎西曲培和妻子、儿子、女儿一起住在这里。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读书成为一种度假方式。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10月5日，中秋
国庆长假进入第七
天，西宁市的各大商
场也是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节庆商品、
应季服饰、新型电子
产品等商品热销，商
家也是推出各种优
惠活动、一站式服务
等商业模式为顾客
服务，商业消费市场
人气旺盛、活力满
满。

本报记者 祁
国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