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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为充分

发挥乡镇林业站职能作用，提升林业

基层公共管理服务能力，创新工作机

制，提高“一站式”“全程代理”便

民服务工作能力。近日，省林业工作

总站会同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县两级林草部

门，在德令哈市、都兰县、乌兰县垂

直 管 理 的 13 个 乡 镇 林 业 站 加 挂 了

“森林保险乡镇服务站”牌，旨在加

强乡镇林业站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乡

镇林业站“末梢神经”作用。

据了解，乡镇林业站加挂“森林保

险乡镇服务站”牌是推动乡镇林业站

与林（草）长制一体化工作的第一棒，

是拓宽乡镇林业站公共服务的新模

式。通过开展共建试点工作，前移乡

镇林业站服务窗口，进一步完善乡镇

林业站与林农群众的联系沟通机制，

不断提高林草防灾减灾能力，为广大

农牧户提供优质保险服务，为推进现

代林草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海西州海西州1313个乡镇林业站个乡镇林业站
加挂加挂““森林保险乡镇服务站森林保险乡镇服务站””牌牌

本报记者 陈 俊

当河湟民俗与历史文脉相互“碰

撞”，激荡出的是独具特色的诗与远方，

于无声中诠释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非

凡的非遗“轨迹”。

冬日，暖阳下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民族风情浓郁的纳顿庄园内，轮番

上演的安昭舞、“花儿”、土族婚礼等河

湟民俗经典，既装饰了游人的梦，又成

为互助县特色旅游季的亮点。

几道璀璨光柱射向舞台，伴随高亢

嘹亮的曲调，一群身着七彩花袖衫的土

族阿姑在安昭舞节奏中，弯腰、摆臂、跳

跃、旋转……

“安昭是土族最古老的传统舞蹈，

动作简单质朴，舞者两手由右胯旁起向

左上方至右上方划圆弧，变为左手屈于

脑前，右手高居于后，似雄鹰翱翔于蓝

天。”互助县文旅局副局长梁红云指着

舞台介绍，它从远古翩跹而来，演变成

今天以“圆”为基本特征的舞蹈形式，宛

如由“草根艺术”跨入“大雅殿堂”，静心

品味仿佛能聆听到来自远古吐谷浑的

歌谣。

“安昭”，汉语意为圆圈舞，是土族

民间喜庆节日和婚礼仪式中，用于礼赞

祈祝的一种圆场群舞，一般在欢度佳

节、庆祝丰收、举行婚礼时上演。2011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纳顿庄园演艺部负责人郑有芳介

绍，安昭舞，舞姿古朴内敛、优美平稳、

节奏欢快、舞步轻盈、带有抒情色彩。

女性舞蹈动作优雅温柔，男性则粗犷大

方。

“长江黄河是长辫子，青海湖是照

人的镜子。我俩说好的一辈子，不要两

三天变了样子……”郑有芳和花儿歌手

张世娟，倾情呈现出一首首花儿经典。

素有“彩虹故乡”美誉的互助县，是

全国惟一的土族自治县，独有的安昭、

轮子秋、花儿等民俗文化，不仅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瑰宝，更是

土乡儿女祖祖辈辈记忆中的乡愁。

伴随着曲调委婉且极具喜庆氛围的

迎亲曲，两名头顶红纱、身着喜服的土族

新娘在一群身着土族民族服饰“小姨子”

陪同下，袅袅婷婷入场，气势宏大、风趣

幽默的土族婚礼展演拉开了帷幕……

仪式自始至终都是在歌舞中进行，

娶亲、泼水、戏骂、改发、哭嫁、送亲、摆

针线、谢媒等习俗中的前四项，是独具

土族特色的婚俗，整个仪式相互贯穿于

歌舞中，使婚礼显得跌宕起伏，把婚礼

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2006 年，土族婚礼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既是土族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

载体，也是集中展示土族诸多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最佳载体。”纳顿庄园运营部

副总经理陈斌介绍，土族婚礼中有两位

至关重要人物“纳拾金”，汉语意为娶亲

人，由男方邀请村里德高望重、能歌善

舞、能言善辩的两位长者担任，他们用

自己的智慧和才艺，征服女方家七大姑

八大姨的种种“刁难”，帮助男方顺利娶

回新娘子。

近年来，互助县以独特的自然风

光、多彩的民族风情、丰厚的文化底蕴

为依托，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

造，以弘扬河湟文化为主线，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壮大文化产业为重点，不

断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向“全域、全季、全时”旅游目标

发力，加快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土族文化传承示范区建设。目前，已拥

有 9 项国家级、25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土族·彩虹故乡·醉美互助”金

名片越擦越亮。

——“大美青海冬春游”系列报道之二

土乡民俗千年韵土乡民俗千年韵 魅力非遗魅力非遗““闹闹””河湟河湟

本报海东讯（记者 陈俊） 11 月

22 日，记者从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获悉，为打造冬春季旅游特色品牌，进

一步提升“古韵河湟 万象海东”影响

力，海东市将以“相约大美青海·畅览冬

春胜景”为主题，深挖冬春季特色文旅

资源，统筹推出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冬春季冰雪文旅活动，让民俗

文化火起来、惠民活动多起来、“冰雪经

济”热起来，让游客离开时恋恋不舍、想

起 时 念 念 不 忘 ，让“ 头 回 客 ”成“ 回 头

客”、变“流量”为“留量”。

海东市将聚力吃、住、行、游、购、

娱，在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挖

掘“平安驿”历史文化底蕴，寻觅河湟民

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创意、休闲体验

生活方式相结合形成的独特乡愁民俗

文化板块，打造参观河湟建筑、品味河

湟美食、欣赏河湟艺术活动，举办手绘

灯笼大赛、民俗社火展演、共度腊八节、

敲响平安钟、元宵吃汤圆等活动；撒拉

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推出民俗博物馆、婚

俗体验馆、撒拉尔印象民居等特色景

点，为游客创造高品质文旅体验。

同时，互助彩虹部落故土园以“玩

冰、嬉雪、体验民俗、品青稞酒、尝民俗

餐”为主题，精心策划“夜游光影秀”、全

息纱幕投影、自贡花灯展、杂技、唐宫夜

宴、天涯歌女、梦幻西游巡回演出篝火

晚会等精彩文旅活动；卓扎滩原生态

景区冰雪文旅基地，除推出冰雪主题

娱乐项目外，创新开展景区冬游、民

俗歌舞展演、互动灯光秀、传统民俗

宫灯展览等活动；民和七里花海景区

开 设 雪 橇 滑 道 、 雪 圈 滑 道 、 雪 地 转

转、雪地摩托等多种冬季冰雪运动体

验项目，让广大游客过足滑雪瘾；平

安莲花山冰雪大世界开设雪地摩托、

雪 地 坦 克 、 雪 地 悠 波 球 、 雪 地 碰 碰

球、雪地自行车等游玩项目；全省规

模最大、设施最齐全、项目最多的乐都

瞿昙国际滑雪场，开启冬季滑雪系列活

动，可进一步丰富冬季冰雪旅游产品供

给，供游客体验冰雪运动之美。

海东市还将开展冬春季冰雪嘉年

华、迎新春文艺晚会、河湟传统社火集

中展演等“青海年·醉海东”活动；从 12
月份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陆续开

展送戏、送书、送电影、送春联等文化体

验活动，各县区立足地域特色开展社火

表演、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年货大集等

活动。

海东海东：：冬春特色游冬春特色游““燃爆燃爆””冬季冬季

多彩土族非遗展演。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初冬时节，从高空俯瞰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石藏丹霞国家地质公园，丹霞地貌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岩廊洞穴与高原雄鹰相
依相伴，险、峻、雄、奇、秀、幽自然结合，一幅气势恢宏的高原赤壁丹霞美景图尽收眼底。据了解，石藏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是目前国内
唯一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丹霞地貌类国家地质公园，于2020年3月18日被授予国家地质公园资格。本报记者 才贡加 李庆玲 摄

赤壁丹霞
气势恢宏

本报西宁讯（记者 李延平） 为

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协作，推动南京雨

花台区与大通县两地交流迈向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11月 19日至 20日，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组织 20余家农场主到

南京雨花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推介活

动。

此次推介集中展示了大通特色牦

牛肉、大通蚕豆、香醋、青稞系列、手工

酸奶等 24 种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线

上直播、线下邀请工商界企业代表和

当地社区居民到现场观摩品尝等方

式，积极向东部地区推介大通县特色

农产品，拓宽大通县农产品销售渠道、

提高市场知名度。本次推介活动成果

丰硕，吸引多家企业前来选购，多家青

年农场主与当地企业现场签订协议，

其中江苏省苏合农副产品展示展销中

心有限公司发挥“鲜丰汇”平台作用，

初步与大通鸿鹏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签订大通牦牛肉、沙棘原浆、青稞酒等

农产品采购意向协议。

大通大通2424种优质特色农产品种优质特色农产品
走进南京雨花台区走进南京雨花台区

（上接第一版）
把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

业作为重中之重，积极开展“人社（就

业）局长进校园”“进校园送岗位”“大

中城市联合招聘”等各类招聘服务活

动，持续开发政策性岗位，稳定机关事

业单位招聘规模，统筹推进“三支一

扶”计划，募集就业见习岗位 2963 个，

组织 10398 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参

加就业培训。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

登记就业率 89.9%。延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截至

10 月 底 ，失 业 保 险 降 费 减 负 5.73 亿

元、惠及参保单位 3.3 万户，工伤保

险降费减负 2.53亿元、惠及参保单位

4.12 万户。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普惠性稳岗返还 1.04 万户

31.7 万人，共计 1.33 亿元。继续实施

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符合规定的

企业每招用 1 人发放 1500 元一次性扩

岗补助，截至目前，累计扩岗吸纳

1638人，发放补贴 245.7万元。

全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董
庆芳） 11 月 20 日，750 千伏昆仑山输

变电工程验收工作全面铺开，各专业

人员分布在 750 千伏昆仑山变电站等

现场扎实开展验收工作。工程投运后

将进一步增强青海海西地区主网架结

构，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并为远

期规划特高压外送创造条件，实现更

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绿色发

展。

750 千伏昆仑山输变电工程位于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电

东送”的清洁能源基地，是青海首批

“沙戈荒”大基地配套工程之一，也是

青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重要工程。

该工程于 2022 年 11 月底开工建设，工

程 本 期 建 设 2100 兆 伏 安 主 变 压 器 2

组，建设 750 千伏线路 2条连接至柴达

木换流站，建设 330 千伏线路 5条紧密

连接周边新能源汇集站和主电网变电

站。

此前，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

专业人员采用“飞巡+高空+地面”分

批次精细化验收 750 千伏昆仑山—柴

达木双回输电线路，三维建模先行，无

人机精细化巡检紧跟，登塔走线扎实

推进，地面测量精准复核，做到验收无

死角、无盲区，实现从大环境到小细节

的全覆盖验收，大幅减轻劳动强度，降

低作业风险，提升验收质效。验收过

程中，输电专业人员认真总结作业经

验，不断修正完善三维建模软件参数，

进一步提升了测量精度，还解决了无

网络信号区无法正常作业的难题，为

工程按期高质量投运奠定扎实基础。

750750千伏乌图千伏乌图（（昆仑山昆仑山））
输变电工程验收全面铺开输变电工程验收全面铺开

本报讯 （记者 郭靓） 11 月 21
日，记者从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获悉，为推动苏青两省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依托东西部协作重大战略机遇，

江苏大学与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携手共建江苏大学公共卫生人员交流

培训青海基地，依托基地开展科学研

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技术攻关等

多领域合作，助力东西部协作公共卫

生人才培养项目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双方以江苏大学公共

卫生人员交流培训青海基地为平台，

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在青海省地方

病预防控制所挂牌江苏大学医学院高

原传染病研究基地暨教学科研实践基

地，打通人员互访、能力提升、联合攻

关渠道，发挥江苏大学人才智力优势

和青海省资源禀赋优势，拓宽鼠疫、包

虫病、布鲁氏菌病等高原传染病和高

原地方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助推技

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同时，江苏大学专家学者来青海

就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生物技术开

发与应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等前沿领域开展交流研讨、讲

座培训。江苏大学医学院还与青海省

地方病预防控制所组成师资队伍，赴

我省乡镇卫生院开展“鼠疫首诊医师

负责”“包虫病 B 超影像筛查”等培训，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诊疗水

平。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借助江

苏大学医学研究领域先进技术优势，

开展免疫学、基因组学等医学前沿领

域研究。

在人才培养方面，青海省地方病

预防控制所通过引育并举、高端人才

培养和中青年骨干培育等形式，深化

项目育人成果，加快青海省公共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

制所与江苏大学合力举办江苏大学同

等学力硕士学位青海班。另外，青海

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1 名青年骨干被

江苏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这是青

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培养的第一位

本土高学历人才，在高学历专业人员

培养上实现零的突破，为青海培养一

批用得上、留得下、带不走的本土公共

卫生人才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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