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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 9 时许，载着欢歌和笑语，两辆分别来自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和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大巴沿着

高速公路缓缓驶向西宁。随车而来的，是共和县塘格木镇英

德尔民族寄宿制学校和循化县西路军红光红军小学的师生。

车窗外，蓝天白云和蜿蜒的群山组成一幅壮美的画卷，

柔和的阳光透过车窗洒落，照在孩子们稚嫩的脸上，他们好

奇地看着外面，向小伙伴们分享以前出远门的经历。

9 时 30 分，大巴终于停了下来，等候已久的中国建设银行

青海省分行青年志愿者曹林海等人赶忙迎上前。在“国际残

疾人日”和“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建行青海省分行举办

的“善建少年 行远未来——为高原各族学子逐梦护航”中国

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金智惠学专题培训班就此拉开帷幕。

善建少年，行远未来，将一颗爱的种子埋入孩子心中，总

有一天会生根发芽，最终生长出绚丽鲜花。

11 时，来自共和县英德尔民族寄宿制学校、循化县青海

西路军红光红军小学、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的 50 名各民族师

生终于坐到了一起，很快，他们收到了来自建行青海省分行

客户送上的第一份礼物；一件为每一位师生量身定制的羽绒

马甲，一套英雄钢笔套装，一个“胖胖”杯。“衣服太漂亮了”，

领取礼物时，孩子们的眼睛亮闪闪的。

“希望这些孩子能够通过此次活动，开阔眼界，增长知

识；在独自远行和体验集体生活中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价值

观，努力成为新时代勤学奋进的好学生、民族团结的好榜样、

胸怀家国的好少年。”谈起活动初衷，建行青海省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刘建华这样说道。

“我们想为高原各族孩子打开更广阔的新天地，我们也

想用青年志愿者的力量，推动我省各族青少年多民族、跨区

域文化交流交融，引导和鼓励更多机构、客户和爱心人士加

入扶残助学、志愿公益行列。”建行青海省分行公共关系与企

业文化部（党委宣传部、党务工作部）副总经理、副部长兼省

分行团委书记王源说，依托“青葵乐堂”自有公益品牌，建行

青海省分行撬动各方资源，开设本次“金智惠学”专题培训

班，带着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省城，感受红色基因，重温红

色历史，一起见证时代改革和科技创新的魅力，同时，向孩子

们普及一些金融理财小知识。

“这一次，我们将带着孩子们走进烈士陵园、西宁市中

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科技馆等

地方，用英烈事迹、文化、科技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让他

们看到更多更远的世界”建行青海省分行团委副书记张昕

怡说。

来自循化县西路军红光红军小学的 13 岁撒拉族女孩马

丽娜，她父母在外地打工，自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从开始的

有点害羞到后来的侃侃而谈，只用了两天时间。

“我来自循化县西路军红光红军小学，学校里到处能看

到西路红军留下的红色基因，我们对西路红军更是充满了

崇敬之情。所以，这次我能走进烈士陵园和西路军纪念

馆，让我对革命先烈的艰辛有了更深认识。我现在希望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马丽娜说。

在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在西路军纪念馆满脸肃穆，全神

贯注听着讲解，生怕漏了一个字，在观看电影《志愿军》时，频

频落泪，孩子们用心感受着红色故事。“通过近距离领略伟大

的革命精神，重温红色历史，我会收获很多。在未来，我会认

真听讲，努力学习，争取成为更好的自己。”共和县塘格木镇

英得尔民族寄宿制学校五年级的学生南拉才让说。

“关爱儿童细腻敏感的世界，是给他们的一个温馨的回

忆。”青海西路军红光红军小学乡村教师熊金霞说。

在建行青海省分行金融小课堂里，当建行青年志愿者们

拿出卡通熊、小龙人玩偶时，立刻深深吸引了孩子们热切的

目光，建行志愿者还给孩子们订购了德克士套餐。

从开始的羞涩不爱说话到踊跃参与，孩子们活泼的天性

在金融课堂中得到了释放，玩游戏、快速抢答。孩子们把手举

得高高的，踊跃参与互动。

“这些年来，包括建行青海省分行在内的很多单位、很多个

人都对学校做了各种捐助，从提供课外书籍到新桌椅、电脑、阅

览室、多媒体专业教室，都在竭尽所能，提供资金、物力、人才支

持。在我们学校来说，孩子们的家庭情况普遍可以，但大多父母

在外地打工，以留守儿童居多，这些孩子需要的是心灵的呵护，

这次的活动，看得出来，他们很开心。”熊金霞说。

持之以恒的善心善行汇聚成了一份充满温暖与向上的

力量。

为学校捐赠所需物资，到改善学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银行多年来坚持针对青海偏远地区学校开展助学、助教、捐

赠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建设银行的公益品牌更如蒲公英的花种般扎根

在青海的各个角落。“带上员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

动机构做公益、融合业务做公益”的“三带一融合”公益理念，

带动更多的人都投身到公益活动中，用力所能及的方式点亮

公益之光，传递新金融温暖的力量。

“建行的公益品牌‘年龄’超过了我的工龄。”张昕怡说，

目前，建行青海省分行的所有员工都自愿投身于建行公益项

目之中，无论是植树造林，还是公益援助，志愿服务基因已经

植入到建行青海省分行企业文化之中，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滋润员工心灵，使其成为建行的另一张名片。

“知识改变命运，爱心成就未来”，作为建行青海省分行

客户的青海新视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公司

负责人秦川也加入进来，给孩子送来各种礼物，并带着团队

开展组织协调工作。他说，建设银行的此次活动，代表的是一

种社会责任，能够加入其中，感到非常自豪。

大爱无声声自远。

目前，建设银行多个公益品牌在青海大地上逐渐叫响，

“五室”公益项目建设助推我省基层教育设施提质升级，帮助

青少年接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金智惠民”工程带

给偏远地区孩子们更多可能、更广阔的天地；“善建家园”乡

村振兴公益项目为我省贫困地区农牧民点亮一盏心灯，永远

照亮旅人回家之路；“高中生成长计划”“母亲健康快车”等活

动为特定人群送去关怀，送去便利。

近几年，建行青海省分行积极对接总行各类长期公益项

目，已累计向青海各地捐赠 28 辆母亲健康快车、为建行希望

小学捐赠 9 万余元；向 5 个村捐赠太阳能路灯 180 盏；邀请 27

名师生参加深青及总行夏令营活动……用国企担当和脉脉

温情，填满青海每一个角落；用新金融做笔杆，实践书写公益

惠民新答卷。

（文/穆静文 张顺明 图/严路）

———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善建少年善建少年 行远未来行远未来””金智惠学专题培训班侧记金智惠学专题培训班侧记

本报记者 李延平

“湟中区河湟文化博物馆为国

家二级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 10019
件，总建筑面积 11142.25 平方米，建

筑主体为三层，一楼为临时展厅，二

楼为《湟中历史文物展》，三楼为《湟

中民俗陈列》和《河湟传统手工技艺

展》……”11 月 30 日，在西宁市湟中

区河湟文化博物馆，跟随讲解员的

脚步了解河湟文化的“前世今生”。

“此藏品是类型蛙纹双耳彩陶

壶，泥质、侈口、短斜颈、鼓腹、小平

底，有对称双腹耳，施黑红彩，颈部饰

折线纹，肩腹部主体纹饰为蛙纹，辅

饰圆圈纹，器型饱满，纹饰精细。”讲

解员边鸿燕正在讲解眼前的藏品。

游客王秀玲驻足仔细查看，上

下打量一番后问道：“这是用来盛水

的吗？上面的花纹好别致。”

“类型蛙纹双耳彩陶壶是新石

器时代的，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

文化类型是对自然界江河湖泊的生

动描绘。连续的旋涡翻腾不息，一

道道水波顺势而下，体现了马家窑

上古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

之源的敬畏；蛙纹反映出原始先民

企盼氏族部落繁衍生息，迅速壮大

的美好愿望……”边鸿燕继续解答

游客的疑问。

《湟中历史文物展》分为前言、原

始文明、羌人家园等七个部分，从马家

窑文化、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从羌人

的发展、迁徙以及与现代汉族、藏族、

土族、彝族、纳西族的血缘关系，从临

羌古城、南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到明清

长城，通过介绍历史文物反映了各民

族历史和文化交融发展的过程。

参观完《湟中历史文物展》，来

到《河湟传统手工技艺展》。一位身

材健壮的“青年”坐在火炉前，穿着

围 裙 ，一 只 手 拿 锤 子 ，一 只 手 拿 钳

子 ，钳 子 上 夹 着 一 块 银 ，放 在 砧 板

上，银块经过捶打锻造成银片或者

银条……青年身后各种各样的制作

工具，单钳夹就有数种，长短不一、

大小不一、功能不一；右侧摆放着各

种精致的金银铜器产品，铜暖锅、银

饰品、银器具……

这是《河湟传统手工技艺展》中

金银铜器加工复原场景，直观、生动

地展示了金银铜器加工的场面。

“通过‘场景复原+实物’的展陈

形式，将酩馏酒酿造、藏毯加工、金

银铜器加工等多项手工技艺场景展

现在游客面前，游客可以直观地了

解制作环境,增强参观的趣味性和体

验感。”馆员阿贞介绍。

与 历 史 文 物 有 了 面 对 面 的 认

识，听了详细的讲解之后，王秀玲称

赞说：“珍藏在此的每一件宝贝，是

当时人们智慧的结晶，也反映了当

时的文化及技艺水平。”王秀玲说，

今天了解了历史文物的“前世”，那

么“今生”就让我们来守护，我们不

只是一名参观者，更要做历史文物

的保护者，民俗文化和非遗手工技

艺的传承者。

——“大美青海冬春游”系列报道之四

赏万件遗珍赏万件遗珍 品河湟文化品河湟文化

游客正在参观河湟文化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延平 摄

本报讯（记者 公保安加） 12 月 4 日，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一只

欧拉羊带您去旅行”乡村振兴智慧平台上

线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

“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乡村振兴智

慧平台通过打造河南县乡村振兴公共服务

平台、数字化互动服务平台、新媒体矩阵宣

传平台，建设认养销售、场景追溯、线下供

销体系，将致力于充分挖掘“产业+互联网”

“产业+文旅”潜力，拓宽河南县有机农畜产

品销售渠道，激发农牧民内生动力，为河南

县绿色有机畜牧业、生态旅游业打通市场，

进一步发挥产业联农、带农、富农作用。

河南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俗

称“河南蒙旗”，地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

“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

带、青甘川三省交界，境内动植物以及生态旅游

资源丰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

基地，全国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全国农产品

地理标志苏呼欧拉羊是河南县优势畜种。

发布会现场，河南县人民政府与黄南

州电信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会嘉宾

共同启动上线“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乡

村振兴智慧平台。

““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
乡村振兴智慧平台正式上线乡村振兴智慧平台正式上线

（上接第二版）
接到问题反馈后，贵南县委县政府第

一时间召开推进部署会，制定方案、细化措

施、落实责任、明确时限，确保水源地各项

整改措施落实落地。期间，实施了总投资

754 万元的隆乔合沟饮用水水源整治项目，

设防护栏，规范水源地界标、道路警示牌、

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牌等，还建设了

引水渠，对水源保护区进行植被修复。

“我们把确保源头饮水安全作为头号民

生实事，举一反三查摆问题，用制度提升饮用

水水源地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让清水进万家，确

保督察反馈问题在点上得到迅速解决，在面上

得到全方位整改，在县域内不产生遗留隐患。

整改完成后，水源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当地过

马营镇和沙沟乡16个村11951人及45987头

牲畜喝上了甘甜的放心水。”朱全德表示，在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青督察期间，贵

南县将以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自觉配

合做好生态环保督察工作，立行立改、边督边

改，切实让生态保护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水清生态美 群众幸福来

（上接第二版）2024 年 11 月底前完成入户

支管网铺设，确保三个建制镇生活污水应

收尽收。

德令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龙宝

忠介绍，3 个镇的污水处理站项目于 2019
年 8 月批准立项，2021 年底建成，由于之前

疫情原因部分设备验收有所拖延，今年，住

建局组织相关单位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维

护保养，完备后于 10 月委托德令哈市污水

处理厂运营。

12月4日，记者前往海西州德令哈市柯鲁

柯镇、尕海镇、怀头他拉镇污水处理站，了解到

目前经三镇对各自辖区排查，未发现黑臭水体

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灌渠的情况。

海北藏族自治州高位统筹、高点谋划、

高效推进。接到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

“海晏县金滩乡政府以东 2000 米处，晁世花

养鸡场附近放养 300 多头牦牛，距湟水河仅

10 米，对河水造成了破坏”，海晏县委县政

府、金滩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调查核实。

12月 4日，记者来到海晏县金滩乡岳峰

村兴隆社群众举报放养牦牛现场时，牦牛已

经转场至金滩乡仓开村养殖场，并且拆除了

临时网围栏。现场，村民李忠林和李明感慨

道：“拆掉后整洁多了，村庄变得更干净。”

金滩乡武装部部长华旦告诉记者，目前，

受影响的土层已剥离拉至夏华有机肥厂处

置，对剥离土层区域进行覆土恢复，对周边环

境卫生进行了清理整治，计划明年种上草籽。

（本报记者 宋明慧 王晶 张洪旭 尹
耀增 牛玉娇）

从严从实从快抓好问题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