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投诉电话建设监督投诉电话：：0971-8457880 0971-8457403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邮箱邮箱：：qhrbsjw@163.com 读者监督电话：8457776（白） 8457258（夜）

地址：西宁市长江路 5号 传真电话：8454413 邮政编码：810000 联系电话：8457775

投稿电子信箱：qhrbtg@163.com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5号

今日零售每份2.00元 每月定价：50.00元

青海日报社常年法律顾问：青海诚嘉律师事务所主任鲁卧领律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300004000001 广告中心：8457759
报纸发行中心：8457228 报纸投递投诉：11185

44 20242024年年77月月77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组版组版编编辑辑 吴雅洁吴雅洁

本报记者 贾 泓

“三江雪水润神州，青海枸杞誉全

球。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味在《太平圣

惠方》中被叫做长生果的植物——枸

杞。”6月28日下午，三江雪中华枸杞养

生苑讲解员任致贤带领西宁市澄川小

学二年级一班的孩子们开启研学之旅。

三江雪中华枸杞养生苑是一处集

枸杞资源展示、枸杞精深加工和青藏

养生文化、青藏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国

家AAA级养生文化旅游景区。

站在玻璃地面上，脚下是三江源

头、昆仑山、柴达木盆地的沙盘，指向

身后的油画，任致贤认真地介绍：“这

幅油画所展现的是坐落在昆仑山下的

柴达木盆地，那里是一个纯天然无污

染的枸杞最佳生长之所，昆仑山上的

陈年积雪融化后，汇流于柴达木盆地，

经过纯洁雪水的滋养，柴达木盆地孕

育了 100 多种珍贵中草药植物，其中

就包括柴达木枸杞。”

青海三江雪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童国军说：“中华枸杞养生苑

依托三江雪集团公司多年积累的研发

技术和品牌实力，借助现代高新科技

和创新手段塑造了区域独特的旅游商

品经营模式。我们通过将农产品加工

与现代旅游业紧密结合，使农牧业产

品在现代旅游观光中得到更大的推

广，提升了农牧产品的附加值和消费

者 的 需 求 值 。 成 为 青 海 省 农 业+工

业+文旅的一张名片。”

“我考考同学们，有谁知道枸杞一

共有多少个品种啊？答对有奖励哦！”

“三个！五个！六个……”当回答“六

个”的声音响起，任致贤立即抓住高高

举起的小手，并将一颗奶片塞进孩子

的手里。“你说得没错，就是六个！”任

致贤赞许道，“它们分别是蓝果、紫果、

黄果、白果、红果、黑果。耳闻不如一

见，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真容’吧。”

说着，大家一起在展厅的二楼仔

细参观，这里以“柴杞”为元素，以养生

为核心，以博大精深的青藏养生文化

为内涵，展示具有地域和民族韵味的

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让大家领略青藏

养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

索枸杞养生健康深厚的文化渊源。孩

子们通过大量枸杞种植场景的再现，

了解到青海地区枸杞的种植方法、病

虫防治、整形修剪等。

结束参观后，学生王子昕兴奋地

说：“今天，我了解了很多枸杞和柴达

木盆地的知识，这些都是在书本上学

不到的。通过这次参观，让我为自己

的家乡感到骄傲，我更爱家乡了！”

三江雪中华枸杞养生苑于 2014年

下半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相继获评

了全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西宁市科

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深受游客喜爱。

近两年，其不断发展研学业务，每年度

可接待研学队伍 8000 人次。童国军

说：“作为企业战略转移和转型升级的

重要决策部署，三江雪中华枸杞养生

苑无疑是成功的。通过十年的运营，

养生苑在带来游客流量的同时，成功

将品牌影响力推广到全国，探索出通

过工业旅游打响品牌知名度的有益经

验，三江雪品牌推广速度持续提升。”

“工业旅游不是简单的‘工业+旅

游’，它是讲好青海故事、展现高原文

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四地’建设的

有效途径。”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

长花英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创新

打造文化旅游全域新品牌，全面推进

文商旅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积极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推

动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跨界融合，丰富

旅游内涵，拓展旅游外延，持续推动国

际生态旅游中心城市重点城区建设，

打造文化旅游全域新品牌。”

在澄川小学的孩子们享受这趟与

众不同的研学之旅时，下南关街的游

客 们 也 在 感 受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快

闪”。

“西宁是个好地方，春暖夏凉秋高

爽，蓝天和白云为你怒放，碧水阳光把

你滋养。西宁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

好风光，人杰地灵这片土壤……”随着

悠扬的歌声响起，一队身着旗袍的表

演者伴着音乐穿过下南关，引得众多

游客驻足观看，跟随旋律轻轻哼唱。

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与三月“爆

火”的下南关有所不同，虽然依旧熙熙

攘攘、人声鼎沸，但更加井然有序、古

色古香。这得益于正式设立的中下南

关街综合管理办公室，对下南关街商

户进行市场化规范管理，300 余辆统

一设计的木质结构的特色摊位车免费

提供给商贩，街道两边的亮化为老街

增添了新的活力。

细数下南关街的变化，中下南关街

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得辉说：

“当前，下南关商铺、流动摊位共有 391
家，人流高峰期为每天 15时至 18时 30
分，人流最多时可过万。”

花英说：“我们将牢牢把握好城东

区特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因地制

宜 发 展 县 域 经 济 、特 色 产 业 ’，围 绕

‘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服务供

给，以精细化举措提高旅游服务的效

率和精准度，结合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

保障，为城东区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发

展贡献更多文旅力量。”

夜幕降临，距离下南关不远处的

新千丝路风情街上，“歌声献给你·红

歌联唱展演”歌声嘹亮，这场首次在商

圈举办的红歌联唱将东区的美好生活

唱得格外动听……

阅尽高原美
唱出高原情

↑ 孩子们正在
参观三江雪中华枸杞
养生苑。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白力阁

7 月 2 日早上，经过最后几笔精细

雕琢后，热贡画院的 21 岁的民间画师

更尕才让终于完成了历经三个月绘制

的《和睦四瑞》唐卡作品。

《和睦四瑞》是流行于藏族民间的一

种图画。图中，大象驮着猴子，猴子驮着

兔子，兔子驮着鹧鸪鸟，合力摘取树上的

果实，呈现出同甘共苦、和睦相处的美好

画面，藏族群众常用这幅图寄托家庭邻

里和睦、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景。

“和睦四瑞图的寓意非常美好，无

论在哪里，做什么事，只要每一个人、每

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团结一致和睦共

处，就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看到徒

弟的作品顺利完成，一如往常依次走进

每间画室察看学员创作学习情况的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娘本欣喜不已。

娘本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颇有

声誉的唐卡画师之一，也是最早将热贡唐

卡艺术推向省外、国外的代表性人物，他

所创办的热贡画院，是热贡地区第一家以

民营企业形式对外招收学员的画院。

12岁时，娘本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夏吾才让门下学艺，多年苦学钻研使

他成为夏吾才让最杰出的弟子之一。

2006年，娘本创办热贡画院，大量招收学

员，开启了培养热贡艺术人才，传承发扬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的事业。

在政策扶持下，画院建设规模从起

初 的 0.4 公 顷 逐 步 扩 大 到 如 今 的 2 公

顷，越来越多的学员学成出师，从这里

走出去自立门户，成为热贡艺术传承和

保护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来自省内

外不同民族的学员。

2011年，从内蒙古自治区慕名而来

的女孩乌兰图雅成为热贡画院的一名

学员，经过 6年精心学习后，她在北京开

设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她招收学员，

开设青少年兴趣课程，让更多人认识了

重彩工笔画，认识了热贡唐卡艺术。

今天的热贡画院已然成为一个民族

团结大家庭，画院70余名学员里，除了生

长于当地的藏族、土族学员外，还有来自

省外的汉族、蒙古族、满族学员，他们吃

住在一起，学习时互相讨论，作画时互相

帮忙，让身为老师的娘本倍感欣慰。

走进热贡画院一号画室，年仅 20的

土族学员姚有辉正在用心调制矿物颜料，

他面前的唐卡画作染色部分已接近尾声。

姚有辉来自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东沟乡，初中毕业后，他来到同仁成

为热贡画院的学员，至今学习唐卡绘画

技艺 4 年有余，经过老师精心指导和自

己的苦心学习，姚有辉已经练就了扎实

的基础技艺。

“老师虽然严厉，但对我们就像父

母一样，师兄弟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但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我还要

跟着老师继续学下去，把唐卡绘画以及

热贡艺术传承和保护当成事业来做。”

今年刚满 20 周岁的姚有辉，已经符合

申报县级工艺美术师的条件，这对他来

说是最为激动的事情。不仅如此，姚有

辉还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闲暇时

制作嘎乌盒（一种佩戴的小型唐卡），经

过网络销售，为自己积攒出师后“自立

门户”的积蓄。

“不论来自哪里，什么民族，谁有兴

趣、天赋和耐性就让谁学，只有学习传

承的人多了，热贡艺术才会走向世界，

为更多人熟知。”娘本说，自古以来，同

仁就是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

方，无论什么时期，同仁的发展都离不

开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团结奉献。作为

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会继续敞开画

院大门，招收更多来自各地的学员，迎

接更多国内外游客，为热贡艺术走向世

界付出自己的努力。

共绘走向世界的美好图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热贡画院负责人娘本正在指导学员。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摄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闻 皓
通讯员 青 组

7 月 3 日，夏日正盛，在海东市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的田间地头，成熟

的金黄色冬小麦正待收割，和冬小麦一

样带给人们收获喜悦的，还有一幢幢正

在维修加固和重建的农房。

去年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循化

县白庄镇受灾严重，其中，上拉边村 152
户农户不同程度受灾，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任重如山，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

“今年 5 月份开始，上拉边村陆续

开始开展农房恢复重建工作，目前，维

修加固和重建项目已完成 73%，第一批

25 户农房已完成验收。”上拉边村党支

部书记韩福新边走边向记者介绍。

跟随他的脚步，所到之处皆是如火

如荼的施工场景，农房有的正在打圈

梁，有的已经封顶，有的进入收尾工作，

有的等待装修。

走进村民马文林家，一个不算大的

院落内，三间崭新的现代化农房伫立在

南边，房屋外立面通体铺设着灰白色的

瓷砖，搭配新中式瓦片的廊檐精致雅

典，房屋 3.8米的高度，加上宽大的窗户

和阳台，显得十分气派。

马文林对重建后的房子十分满意，

他指着西南角的房间说：“原来这间屋

子的窗户在隔间有些暗，韩书记提议改

造一下，改造后整个屋子明亮又宽敞。”

记者了解到，灾后恢复重建以来，

白庄镇成立了以县级联点领导任总指

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任双指挥长等为

主的总战指挥体系，调配 1 名领导、2 名

骨干成立指挥体系办公室，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一日一调度、一周一研判、一

旬一总结、一月一观摩，全力谋划推进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村级层面，白庄镇 26 个村级党组

织成立了以驻村第一书记或村党支部

书记为组长、村“两委”班子为成员的

“工作专班”，全天候、跟进式督导及服

务建房工作。

督导、服务事无巨细，在马文林家

看到的宽敞高大的房屋和优化的房屋

格局，还有每家每户使用的施工队，以

及施工定价、施工进度，都由这支“村级

工作专班”在默默“推动”。

来到村民何阿乙一下家，她和孙女

儿正在院子里玩耍，身后是已经恢复重

建并且安装好门窗的 6 间房屋，阳台上

摆放着的盆栽花竞相开放。

何阿乙一下是村里的低保户，她孤

身一人带着两个上学的孩子生活，地震

后因为没地方住，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

住在隔壁的韩福新家，灾后恢复重建开

始后，对“修房子”完全不懂的她，只能

委托韩福新帮忙。

韩福新说：“村里像何阿乙一下一

样的人家很多，还有很多人在外地打工

回不来，房子拆、建都是通过打视频、打

电话沟通解决。”

党员干部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位热心且负责的村党支部书记没有任

何怨言，每天奔走在村子的各个角落，从

早到晚，从东头到西头，从5月到7月。

这天早晨，一直忙着在县城打工的

村民马海吉姐回了家，看到自家房屋崭

新地伫立在院子里，她激动地买了一箱

酸奶要送给韩福新，她说：“我一个女人

什么都不懂，都是韩书记帮我做施工计

划，找施工队，处理建筑垃圾，和施工队

谈进度，真的很感谢他。”

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看着一幢幢房

屋建设完成，韩福新欣慰地流下了眼

泪，他说：“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再累都值

得，工作专班尽心尽力就是为了让村民

住上舒心、安全的房子。”

更让韩福新感到欣慰的，还有他们

优中选优的施工队，以及“给力”的村

民。

韩福新告诉记者，村里的这支施工

队是工作专班选了又选，谈了又谈才最

终 定 的 ，他 们 不 仅 给 村 民 施 工“ 优 惠

价”，还很有责任心，更有满满的爱心。

原来，施工队在负责村里一户孤寡

老人房屋重建的过程中，得知老人孤身

一人，生活不易的情况后，捐资给老人

家里建设了一堵主体墙，还经常送生活

用品。

施工队负责人彭生玉说：“施工队

270 多人分布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只要

有施工队的地方，就有韩福新书记的身

影，我们深受感动，为灾后恢复重建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

韩福新说，灾后恢复重建以来，上边

拉村团结和睦的氛围很浓厚，村民对村

上的每个号召都积极响应，每家每户都

会在修建房屋的过程中，为扩宽村道“礼

让三分”，原本狭窄的村道宽敞了不少。

干群同心，其利断金。上拉边村处

处洋溢着和谐、安定、向上的氛围，再用

不了多久，村民就能拎包入住新房子，

过上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啦！

凝心聚力，画好灾后重建“同心圆”

← 带着东区美食
地图逛下南关。

本报记者 贾泓 摄

美丽新居。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闻皓 摄紧张施工。


