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耀增

祁连山下，浩门河畔，青稞冒头，

油菜蓄力，希望的田野上生机勃勃。

6 月 2 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

超级联赛海北赛区第二轮比赛在海北

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

场激情开赛。

15 时，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中主场

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和客场作战

的西宁夏都队的球员精神饱满地走向

绿茵场地。双方球员互相问候，主裁

判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声。

你 争 我 抢 、猛 烈 进 攻 。 运 球 、护

球、传球、射门……大家动作娴熟，拼

劲儿十足，肆意挥洒汗水和激情，展现

出极高的竞技水平。观众被他们顽强

拼搏的精神感动，加油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观众的热情感染了双方队员，比

赛逐渐白热化。

比赛进行到第 31 分钟，西宁夏都

队的 13 号队员程延伟带球突破射门，

球进了，西宁夏都队率先获得 1分。

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不甘落后，2 分

钟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获得后场任

意球的机会，4 号队员尕玛占斗冷静沉

着，大脚抽射突破对方门将的防守，上

演了世界波进球，将比分扳为 1:1。接

连两个进球，让在场的观众爆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气氛也达到了高

潮。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这就是大家

喜欢足球的原因！

下半场比赛依然精彩，第 86分钟，

西宁夏都队抓住机会，41 号队员阿布

力克木头球打进，场上比分变为 1:2 并

持续到比赛结束。最终客场作战的西

宁夏都队以 1 分的优势击败海北祁连

山藏羊队。

赛事精彩接连上演，同样，海北优

品展示区也是热闹非凡。

现煮的牛肉、铁板羊肠等美食展

位前排起了长队。来自外地的游客雷

女士感叹：“今天，在农畜产品区及美

食品鉴区逛了逛，极具特色的美食吸

引了我，我想多住几天，去看一看岗什

卡 雪 峰 、照 壁 山 旅 游 景 区 、聚 阳 沟 景

区 ，领 略 金 色 门 源 独 特 的 韵 味 和 魅

力。”

“我刚才领了两张祁连县的消费

券，一会儿买点祁连的牛羊肉。”宁夏

游客刘先生高兴地说。

“我们邀请了本县的 10 家知名企

业参加，7 名网红进行直播卖货，还给

广大消费者准备了总价值 5 万元的消

费券，助力第二轮‘青超联赛’。当天，

现场企业产品销售额 7.8 万元，直播间

销售额 1.6 万元。”祁连县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副局长扎西东珠说。

现场抽奖环节也是激动人心。“我

们为本次活动设置特等奖 1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10 名，最佳球

员奖 1名。奖品分别为祁连藏羊酮体、

祁连藏羊羊排、牦牛藏羊熟制品、牦牛

乳制品、青藏祁连纯牛奶、祁连白藏羊

等，是祁连独具特色的硬核奖品。”祁

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副局

长普合毛智华向记者介绍。

体育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气韵与内

涵。品足球盛宴，享高原臻品，游大美

青海，“足球+文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

新引擎，“青超联赛”不仅仅是一场球

赛，通过这场赛事会让更多的人爱上

足球、爱上体育运动；通过这场赛事，

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了解海北、爱上

海北。

——“青超联赛”第二轮海北州主场见闻

赛事精彩赛事精彩 销售火爆销售火爆

本报记者 洪玉杰 张洪旭 拉毛措

“苍茫天水间，日月挂云帆，马儿

跑，牛儿壮，羊儿欢，美丽的高原，圣洁

的海南……”随着海南本土歌手索南

才让、拉毛扎西等演唱的《和谐海南好

家园》歌声响起，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

体育场内的气氛被拉到高潮。

6 月 2 日，云幕低垂，天空飘着淅

淅沥沥的雨点，民族体育场内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大美青海·高原足球”

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共和县

拉开帷幕，海南龙羊队主场迎战玉树

牦牛队。

随着优美的民族服饰展演、激情

澎 湃 的 歌 唱 和 舞 蹈 等 文 艺 演 出 的 结

束，球迷们按捺不住地期待着马上开

始的比赛。

14 时 30 分，主队海南龙羊队和客

队玉树牦牛队的球员手牵着可爱的小

球童出场，体育场内观众的欢呼声此

起彼伏，主场氛围“拉满”。

14 点 50 分许，比赛正式开始。随

着一声哨响，海南龙羊队先发开球，双

方球员飞速投入到紧张的比赛中，他

们时而快速奔跑，时而巧妙传球，时而

奋力拼抢，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

与激情。

足球在球员的脚下快速传递，每

一次进攻和防守都让人紧张得屏住了

呼吸。观众欢呼着，呐喊着，在阴沉的

天气中点燃似火的热情。

比赛开始不到 7分钟，玉树牦牛队

率先拿下一球。海南龙羊队采取防守

反攻的战术，在玉树牦牛队禁区犯规

时获得一个点球，30 号球员久格才让

发球，命中入网，比分 1：1扳平。

由于玉树牦牛队后卫接球失误，

海南龙羊队前锋抓住机会又进一球，

将比分反超。“进球了！”观众打起锣

鼓，摇起大旗，掌声和欢呼声如雷鸣

一般。海南龙羊队球员兴奋地拥抱在

一起，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进球。虽

然对方球员略显失落，但依然顽强地

拼 抢 着 每 一 个 球 ， 上 半 场 接 近 尾 声

时，玉树牦牛队一记头球再次将比分

扳平。

“我看好海南龙羊队，一大早专门

从兴海县赶来为他们加油助威，希望

他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现场观

众仁青说。

下半场比赛很快进入白热化，双

方 队 伍 均 换 人 调 整 。 开 场 不 到 十 分

钟，海南队禁区外围一球抽射将比分

改写为 3：2，玉树牦牛队势大力沉的前

场 任 意 球 被 海 南 龙 羊 队 人 墙 奋 力 挡

住，海南队门将脱手，玉树队抓住机会

射门。最终，激烈紧张的比赛在双方

3：3战平的情况下画上句号。

场内比赛如火如荼，场外活动精

彩纷呈。位于海南州民族体育场西侧

的农畜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农

畜产品，充满创意和特色的非遗手工

艺品，让人们驻足欣赏，流连忘返。

“今天我们带来了 5 个品类产品，

包括牦牛、藏羊冷冻制品，淀粉制品、

青稞制品、青稞酒制品、饮料制品，卖

得最火爆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流汁宽

粉，很受年轻人的喜欢。”青海三江农

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管理部长

乔湜高兴地介绍。

“来尝尝嘛，很鲜的。”不远处的三

文鱼展位人气火爆，青海民泽龙羊峡

生态水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文春正热

情地给客人切片、蘸料，让大家品尝三

文鱼的鲜美。来自西宁的游客王先生

品尝后赞不绝口：“早就听说过龙羊峡

的三文鱼鲜美爽滑，今天一尝还真是

名不虚传，准备带一些回去给家人朋

友尝鲜。”

“我们是来看球赛的，这边有展区

就来逛逛，没想到一来就被这个手工

羊毛氆氇手提包吸引了，做工精美，用

料扎实，忍不住就买了一个。”游客周

毛吉说。

“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速度与激

情的足球盛宴，也为海南州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搭建了展示平台，四海宾朋

共享赛事、共鉴品牌、共品文化、共游

海南、共商协作，共同见证海南“农体

文旅商”的盛情邀约。

——“青超联赛”第二轮海南州主场见闻

观足球盛会观足球盛会 赏臻品盛宴赏臻品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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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截至 5
月 23 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发现并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150 余处，

清理河道垃圾 200 余吨，全县 286 个村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大通县积极创新河湖管理模式，将

“互联网+河湖长制”融入生态水系管

理，全县 426 名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及巡

河员全部纳入“智慧水利云”系统。截

至目前，已使用智慧水利云 App 巡河

7000 余次，巡河 11300 余公里，排查并

整改河湖环境卫生死角 150 处，运用立

体治理模式，实现上报、受理、处理、反

馈的闭环式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智慧河湖建设，大通

县水利局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

手段对河湖有关问题进行识别、预判和

监管，针对上级水利部门下发的卫星遥

感图斑逐一排查复核，以拆除违建、收集

审批手续等方式配合整改，做到对侵占

河湖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持续推进

河湖治理保持工作，切实改善生态环境。

大 通

286个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海东讯（记者 谢梦茹） 5 月

27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正式启

动村集体经济“百企联百村”强村工程，

以持续巩固村集体经济“破零”成果，进

一步扩大村级产业，提高村集体经济收

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据悉，根据强村工程发展需求和自

身实际，当地 72 家联建民营企业将与

111 个村集体经济一般村，对照人才帮

扶、产业带动、销售帮扶等 8 种联建发

展模式，通过自主自愿选择，签订联建

协议，开展联建帮扶活动，力争在强村

工程带动下，村集体经济发展持续提

速，到 2027 年底，实现全县村集体经济

中等村占比达 75%，强村占比达 20%，

近 5年累计收益达到 100 万元的村占比

达 50%的发展目标。

互助县委书记强建海表示，“百企

联百村”强村工程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的决策部署，当地将以持续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为目标，

深入实施强村工程，不断推动实现集体

增收、村民致富、企业发展，合力推动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互助县

“五张名片”打造、“五个示范区”建设，

加快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

互 助

村集体经济“百企联百村”强村工程启动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马振东） 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坚持“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工作方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发展作为巩固民族团结、推动文化

发展繁荣重要内容，通过修“内功”、练

“外功”，摸清家底，创新融合，在保护与

传承中让非遗文化向“新”而生。截至

2024 年 5 月，格尔木市共有 45 项非遗

保护项目列入各级名录，列入省、州、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49人。

鉴于非遗项目分布区域广、传承人

少、相关资料不健全的实际情况，格尔

木市积极深入民间开展大规模普查工

作，并采取数字化与网络化等保护方

式，利用音像等多媒体手段记录和线上

媒介的资源共享。目前，全市共有非遗

档案 194 份，文字共计 30 余万字，摄像

1300余分钟，拍摄照片 1900余张。

加大保护力度，根据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加强非遗传承保护中心场馆提升

改造，着力打造非遗传习所、非遗展示

厅提档升级。鼓励民间艺人开办个人作

品展，先后举办海西州蒙古族牛羊皮绳

编织技艺培训班 2 期、格尔木市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服饰制作技艺

全州培训班 1期。

大力开展非遗文化“走出去”活

动，积极组织民族民间工艺品、剪纸

艺术、藏族编织、玛尼石雕刻、蒙古

族木雕、服饰等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

色的非遗代表队，参加各项非遗展示

及比赛活动。主动赴深圳、广州、厦

门等地参与展销活动，参与全国性乃

至世界性非遗博览会等活动，充分展

示格尔木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和特色

文化产品。同时，认真探索互联网融

合非遗发展路径，开发别具特色的旅

游和服务项目，吸引民众关注参与，

进一步优化对外城市形象。

格尔木

“内外兼修”保护非遗

本报海南讯（记者 张洪旭）“请

保持安静，现在宣布法庭纪律……”5
月 28 日，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第五

届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在县人民法

院拉开帷幕。比赛邀请 4 所学校的 50
名学生走进法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

“模拟法庭”。

“模拟法庭”上，学生们变身法官、律

师、法警、检察官，宣读庭审纪律、展示证

据、法庭辩论……法庭内庄严肃穆，各参

赛队控辩有序、言行规范，模拟审判程序

严谨，高度还原了庭审现场，参赛选手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司法的神圣和庄严。

学生们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为

例 ， 以 新 颖 的 普 法 教 育 形 式 模 拟 庭

审，激发了未成年人学法的兴趣，普

及了必要的法律知识，进一步提升了

青少年辨别是非的能力。赛后，评委

嘉宾为四所参赛学校进行专业点评，

对同学们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并鼓

励他们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当好学法

用法带头人。

近年来，共青团贵德县委以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为工作重点，深入开展

“法治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模拟

法庭”大赛，积极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

系列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不断增强法

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

贵 德

“模拟法庭”开启沉浸式法治课

本报西宁讯（记者 李延平） 就业

稳，人心暖。截至 5 月 23 日，西宁市城

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退役军

人 、就 业 困 难 等 人 员 发 放 社 保 补 贴

3220.5 万元，惠及 8269 人次；为青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 911 名高校毕业生发

放求职创业补贴 91.1 万元；优先安置

96 名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

性岗位服务，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

城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始

终将就业创业作为中心工作，打造“线

上+线下”招聘平台，举办“城北区 2024
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招聘”等活动 14 场

次，483家企业提供1911个岗位，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 1547人。依托城北区农民创

业城组织开展蚂蚁集团招聘 18 场，177
家企业提供 308 个岗位，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 25 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846 人，

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008人。

通过“人社通 App”办理档案转递事项

93 项，与重点企业始终保持紧密联系，

实时更新企业用工缺工信息，已收集金

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重点企业缺

工信息 26条，解决用工人数 55人，充分

发挥企业人才“吸纳器”作用。

建立技能培训“人才库”，依托微信

公众号平台公布 2024 年城北区技能培

训开设工种及报名方式，吸引更多未就

业劳动力通过参加技能培训拥有一技

之长，增强就业竞争力。通过企业自培

方式提高员工技能素质，开展 51 期技

能提升行动培训，涉及计算机操作员、

IYB 等专业，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等 15 家企业组织 412 名员工开展

在岗培训工作。

西宁市城北区

发放社保补贴3220.5万元

绿茵场上的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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