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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东讯（记者 陈俊 通讯
员 马芳）“5·20”恰遇小满，季节之

美与浪漫撞了个满怀。5 月 20 日，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海最美

夜市开业启动仪式暨“爱的官宣日”

为爱发声打卡活动，在川海夜市一条

街举行，此举对深入打造民和新晋网

红打卡地，进一步激发消费新动能具

有一定意义。

19 时，华灯初上、人头攒动，伴

随着浪漫温馨的歌曲，商户的吆喝声

此起彼伏，烤串、海鲜、甜品、麻辣烫，

刺激着游人的味蕾。在主入口的舞

台上，舞狮舞龙展演，为游人演绎出

传承千年的河湟民俗文化，人们纷纷

用相机定格美好。古筝二重奏、快板

书、舞蹈、独唱等精彩演出，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20 时，三对金婚夫妇共同切下

了象征幸福美满的蛋糕，送给现场

观 众 共 同 分 享 快 乐 ，“ 婚 姻 生 活 需

要仪式感，这就是我们 50 年情比金

坚 的 婚 姻‘ 保 鲜 ’秘 诀 。”手 拿 床 上

四件套的孙阿姨笑颜如花地说。而

今 天 刚 刚 领 证 的 新 人 马 馨 和 常 晨

满 眼 幸 福 地 表 白 ：“ 幸 福 美 满 定 是

我们今后婚姻生活的主旋律，特殊

的 日 子 、美 好 的 祝 福 ，我 们 便 来 到

活动现场，留下最美的回忆。”据悉，

“5·20”当天，民和县民政局婚姻登

记 部 门 共 为 102 对 新 人 颁 发“ 爱 的

签证”。

自 2021 年川海夜市开业以来，

民和县秉持创新服务促就业理念，开

发的 37 间木屋，目前有 26 家商户入

驻，22 家商家已开业。民和县和融

集团也将从即日起至 6月 15日，举办

首届和融杯“声动川海 音为有你”魅

力川海之声系列活动，以“农体文商

旅”等效应带动消费增长。

民 和

最美夜市启动暨
“爱的官宣日”活动举行

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5 月

20 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在大通县桥头公园举办“抵制高价彩

礼 培树婚嫁新风”“5·20”新婚夫妇

集体颁证仪式暨移风易俗文明实践

活动。

分 享 优 秀 家 风 家 训 故 事 、手 工

DIY 情侣衫、甜蜜合影留念……活动

中，20 对新婚夫妻手牵手走向舞台，

在庄重传统的颁证仪式中，感悟婚姻

的责任与真谛，传承优良家风家训。

在浪漫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在卷轴

婚书上写下了对彼此的誓言，并签订

《抵制高价彩礼协议书》。

此次活动是移风易俗工作中的

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打造“迎新囍、结

连理、传家风”的婚姻登记新模式，引

导人们积极拥抱新婚俗，让婚姻的缔

结回归情感。倡导移风易俗、破旧立

新，推动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

深入人心，树立“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婚姻理

念，弘扬简约适度、现代文明的婚俗

新风尚。

大 通

举办集体婚礼
培树婚嫁新风

本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5 月

19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举办第二届以“文化之旅·徒步穿越

天峻石林”为主题的徒步活动，吸引

了 400余名徒步爱好者和游客参与。

天峻县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丰富的文化资源，近年来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本次活动举

办地点设在天峻著名的自然景观石

林，共分男子中年组、女子中年组、男

子青年组、女子青年组。活动中，比

赛选手沿着预定路线徒步穿越石林，

总里程达 15公里。

此次徒步活动不仅让参赛者感

受到了徒步带来的乐趣和挑战，还感

受了天峻石林的独特魅力。活动的

举办为推动“圣湖之源、净土天峻”旅

游文化繁荣发展，全面推进环青海湖

精品旅游县城建设，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提升

天峻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发挥了

积极作用。

第二届“文化之旅·
徒步穿越天峻石林”活动举办

本报记者 张慧慧 张得俊

随着夏日的到来，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清晨的阳光多了些许温暖，生态

管护员先巴才旦的家里也更加敞亮。

布满阳光的客厅整齐摆放着摄影

类、藏药图鉴类等书籍，靠近门口的柜

子格外鲜艳，“生态管护先进个人”“最

美生态管护员”……红色的荣誉证书已

将其中两个格段“填充”满。

5 月 14 日 9 时许，先巴才旦和家人

简单吃过早餐后，开始整理“行囊”——

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相机机身、长焦、

短焦镜头、无人机以及几本图集很快就

让背包有了分量。

“阿爸，路上注意安全。”启程前，二

女儿久措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前叮嘱。

从雪域家园小区出发，行至玛沁县

洋玉林场大武江壤管护站，只见一所管

护站设在半山腰，四面环山，山下流水

潺潺。路途所见的群山、天空、牛羊是

他相机中的“常客”。

“现在仍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我们

每天都要分组巡查，不能大意。”先巴才

旦说。不一会儿，同伴冷智等人拿着扑

火 把 等 便 携 式 防 灭 火 设 备 走 了 过 来 。

简短寒暄后，一行五人开始了巡护，一

路走走停停。先巴才旦不时会拿出相

机拍摄，冷智则在一旁默默关注着。

冷智今年 47 岁，和先巴才旦同龄，

是玛沁县大武乡日进村村民，也是江壤

管护站扑火队副队长。

“哪里有需要，他都会第一时间赶

到。”“他很靠谱。”“他就是很好。”……

冷智话虽不多，但大家都说他的好。冷

智说，生态好了，我们大家才会好。

一个是大家口中的“会照相的先巴

才旦”，一个是靠谱能干的“冷智大哥”，

这两人本是牧民，自从投身生态管护工

作后，一直兢兢业业，逐渐成为大武乡

生态管护员队伍中的主心骨。

年轻时，先巴才旦在放牧的同时自

学医术，是江前村人尽皆知的村医。后

来，有机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拿

起了相机，记录家乡的生态变化，日子

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藏狐、马麝、草原雕、岩羊……空闲

时，他一页一页地翻着图集，向大伙儿

展示拍到的野生动物，脸上洋溢着一种

源自内心的自豪。像这样的图集，包括

植物、动物、藏药等，成册的已有 4 本。

在先巴才旦的心目中，摄影成为自己与

自然的一种对话。

“起初，很多野生动物并不常见，这

两年巡护途中或者专程去拍摄的时候，

野生动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还有很

多珍稀的藏药。”先巴才旦的感受很直

观。

2018 年，先巴才旦在好友多杰的帮

助下，在村里举办了摄影展。“正因为我

是一名生态管护员，在日常巡护中看了

从未见过的风景，去了从未去过的地方，

不敢想象，我们的家乡这么美好……”

当时的开场白仍记忆犹新。

“这张照片就是在你家草场拍的，

你看多美。”一张张照片，一次次讲述，

先巴才旦用最直接的讲述方式，拉近与

村民的距离。

对于先巴才旦的影像记录，冷智有

着自己的思考。“先巴拍的一张图片让

我很受触动，景色是我们常见的一片草

场，但是画面中间有两条很明显的车辙

印，视觉冲击感很强。”冷智说，本应是

绿 草 如 茵 的 地 方 ，车 辙 却 显 得 格 格 不

入，人们和自然的相处怎样才是和谐的？

后来的入户宣传，先巴才旦都会拿

出这张照片，告诉村民要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冷智也将这张照片保存到了

自己手机上，常常以图为例，给孩子、给

村民讲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在先巴才旦的影响下，冷智也开始

了自己的记录。翻开冷智的巡护日志，

时间地点、工作内容、文字图片等记录

得十分详尽。

成为生态管护员的日子里，先巴才

旦与冷智并肩同行，走了很多路，看了

很 多 风 景 ，有 着 诸 多 巡 线 的 辛 苦 与 汗

水，但更多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森林

草原的安然带来的欣慰。

如今，玛沁县按各乡森林草原面积

分 布 状 况 安 排 管 护 员 ，目 前 共 有 2363
名，人均年收入达到 2 万元以上。大家

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和红

利共享者，不仅有物质的考量，更多的

是将生态管护内化为一种精神自觉。

转眼，暮色渐沉，先巴才旦拿出无

人机，记录下群山如屏，牛羊自在的美

好画面，冷智则在一旁接过他的背包，

注视着无人机的显示屏，一时整个天地

间都静谧下来……

““我们的家乡这么美好……我们的家乡这么美好……””

巡护。 先巴才旦用相机记录巡护途中所见。 本报记者 张得俊 摄

卷首语
中办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以严明的纪律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

推动党的纪律建设最新成果入脑入心——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侧记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专题研讨暨

结业式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

海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走好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新高地

陈 刚
加快发展以绿色算力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

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在京举行

凝聚起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强大合力

实干担当 善作善成 全力推动绿色算力产业加快发展

张纳军
发挥优势 勇担使命 以科技支撑青海省绿色算力基地建设

陈永祥

汇智聚力服务青海绿色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
打造绿色算力 绘就新质未来 靳 力
发挥能源资源优势 推动绿色电力绿色算力融合发展

钱庆林
发挥中国电信绿色智算优势 让青海“绿色发展”朋友圈更

加壮大 孙晓东
培育壮大绿色算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激发青海高质量

发展更大潜力 共筑数字生态新篇章 童庆军
打造绿色算力标准体系 筑牢绿色算力发展底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
以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青海省科技厅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海西州积极探索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模式

为发展绿色算力注入组织活力

打造人工智能新引擎 引领数字经济新时代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拉毛叶忠事迹摘登

以校园文化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胥 瑾 张耀东 秦梓涵

（总第488期）

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刊

青海《党的生活》2024年第5期目录

（上接第一版）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曲克

安哒开始慢慢淡出玉树人的视野，从

小在牧区长大的白卡，却不想让这份

传统技艺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2015 年 ，白 卡 拿 出 所 有 积 蓄 在

哈秀乡成立了玉树市青年牧女商贸

有限公司，从当地的建档立卡户当中

召集了 15 名妇女，以技术入股的形

式加入她的“农产品合作社”，结合当

地原材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起初，曲克安哒的市场并不十分

理想，但白卡心中传承和开拓的信念

却非常坚定。2017 年，通过“中国非

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白

卡得以在清华美院第九期传统工艺

研修班学习。期间，她与国内外专家

和行业导师互动交流，对非遗创新传

承有了系统全新的认识，极大地开拓

了以玉树非遗文化为创业内容的思

路和视野。

回到家乡后，白卡对曲克安哒进

行“升级改造”，曲克安哒香皂、曲克

安哒面膜等创新产品被开发出来，市

场也慢慢打开，生意日渐红火。

白卡说：“企业的发展和曲克安

哒的保护传承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

支持。近年来，玉树市在严格保护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促进文物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发

展，推介文物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

游、休闲旅游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

目前，玉树市收集整理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2 项，县级

挖掘非遗传承项目 60 项，代表性非

遗传承人 98 人，并极力推动与扶持

唐卡、工艺品、土特产、手工编织等

74 家文化产业公司，为推进国家级

藏族文化保护实验区建设，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不断助力。

白卡说：“游牧民族敬畏珍视自

然万物，终年与牦牛为伴。牦牛不仅

在我们的生活劳作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还给予我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曲

克安哒是藏族先民智慧的结晶，如

今，我与牧区的姐妹们一起制作曲克

安哒，不仅提高了收入，还把非遗文

化延续了下去。”

如今，曲克安哒越来越多地回到

玉树人的餐桌上，频繁出现在大家的

视野中。现在的曲克安哒，不仅仅是

解馋的藏糖，它代表着玉树非遗文化的

传承，成为牧民群众致富的“摇钱树”。

家住玉树市哈秀乡云塔村的牧

民 拉 珍 是 最 早 一 批 跟 着 白 卡 创 业

的。如今，拉珍从牧区搬了出来，在

玉树市安了家。

“在牧区，曲克安哒大家都会做，

但是谁也没想过，用这个可以赚钱。

跟着白卡这几年，每个月我都有稳定

的收入，现在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

好。”拉珍开心地说。

现在，跟着白卡一起制作销售曲

克安哒的牧民有 22 名，并且这支队

伍还在不断地壮大。起初的小作坊，

如今已成了“专业养殖合作社”，线下

有体验店，线上有微店、快手等销售

渠道。

曲克安哒正走出玉树，走出青海。

白卡说：“我想把与自然界紧紧

相连的游牧民族的绿色文化揉进糖

里，传承下去，推向世界，和大家一起

享用。”

揉进曲克安哒的“甜蜜”与传承

本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5 月 13
日，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夏

日哈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内，林业

工作人员用深栽技术把一株株树苗种在

沙地里。近年来，都兰县围绕退化草原改

良、封沙育林草、人工种草、围栏封育、退

化林修复等逐个攻坚，累计完成各类营

造林防沙治沙任务 7.86 万公顷，封育草

原19.1万公顷，改良退化草地8000公顷。

据介绍，2024 年该县以“三北”工程

六期规划重点项目落地为核心，全力推

动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力推杨柳科树种深栽旱作造

林、高海拔荒漠化地区沙生植物（灌木）

引种驯化造林等技术模式，高质量推进

“三北”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退

化草原改良 2666.67 公顷，搭建草原围栏

60 千米，完成察汗乌苏河等流域沙化土

地综合治理任务 9026.67公顷。

都 兰

多措并举推动
“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

本报西宁讯（记者 刘祎） 西宁市

湟源县抢抓苗木补栽黄金时节，4 月起，

对城区公园广场绿地、裸露土地、缺株断

垄、行道树缺失等全面补植补栽。

据悉，补植补栽项目总投资 2600 万

元，其中包括道路绿化带及街边绿地修复

面积20公顷、县城及周边国有林地林分修

复面积 68.27公顷、外围人工造林绿化面

积 533.33 公顷，主要种植青海云杉、河北

杨、祁连圆柏、暴马丁香、黄刺玫、干柴牡

丹等 16种树木 120万余株。为提高树木

成活率，项目监理方全程监督指导行道

树栽植情况，项目预计6月底完工。

湟源县此次苗木补植补栽，将湟水

河上游流域内重要生态系统保护、防沙

治沙、生态修复、景观再造与土地开发利

用有效融合，通过绿化、增植、花化等方

式，打造更加优质、舒适的人居环境。

湟 源

120万余株苗木
增绿补绿

5月16 日至18 日，西宁
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
镇戴家村以农民画、书法作
品、文化长廊等作为廉洁文
化的载体，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反腐倡廉建
设的时代内容，弘扬廉洁文
化的深刻内涵，让广大干部
群众在欣赏具有乡土气息书
画作品的同时，受到廉洁文
化的熏陶。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丹青绘廉洁
翰墨颂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